
文化2025年 1月 24日 星期五
主编 /李芸 编辑 /韩扬眉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723 E-mail押yli＠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00元年价：21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捞鱼生。
郭丽丽供图

2016年，日本横滨
中华街上一块关于春节活
动的黑板报。 郭威供图

“春节是最具中华文化特性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
族的伟大文化创造与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熟悉和
认知中国人最直接的文化窗口，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追求和生活情感。”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 30多年
来一直志愿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工作，是春
节申遗发起者之一。对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他感到无比兴奋。

春节为什么能成为“人类非遗代表作”？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以下简称紫金山天文台）作为春节联合
申遗单位，如何为农历编算提供科学的规范依据？在申
报过程中，申遗团队又是怎样让其他民族理解春节文化
的？近日，多位申遗“智囊团”成员接受《中国科学报》采
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我们常说的“春节”是现代用
词，在古代称为“元旦”“岁首”。中
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
魁立为《中国科学报》详细
解读了中国新年的“身份”
变化。
夏、商、周三代的岁首时间

各不相同，可以从中窥见古代天
文历法的制定与变迁。夏代规定黄道

中的建寅为正月，即每年一月一日为岁
首；成汤代夏，殷商君王改建丑为正，规定

元旦时间为十二月初一；周朝建立后又改变
历法，将建子定为岁首，即十一月初一为元旦。
直至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明确规定正月初

一为元旦，以之为新年，而后推行，历代相沿。
辛亥革命后，1912年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

书令》，“元旦”一词与新年绑定，“春节”一词和农历新年
绑定。

对照公历，每年春节的时间并不固定。“春节具
体日期编排结果的确定，依赖于农历编算模型的准
确性。”紫金山天文台“农历的编算和颁行”项目负责
人成灼说，农历是中国几千年传统历法的结晶，其编
算依据是太阳、月球的位置以及一定的日期编排规
则，力求同时符合月亮圆缺朔望周期和太阳四季回
归周期，因此它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相生相伴，有着辉
煌灿烂的发展历史。
“今天的农历作为中国几千年传统历法的结晶，不

仅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
义，其编算模型和精度也代表了现代基本天文学的发
展水平和成就。”成灼说。

紫金山天文台作为春节联合申遗单位之一，是中
国唯一专门从事历书天文学研究和服务的机构，长
期致力于为国家和民生提供权威准确的历书服务。
成灼说，紫金山天文台起草的《农历的编算和颁行》
国家标准，明确了农历编算的模型、精度以及编排规
则和表述方法，为农历编算提供了科学的规范依据，
规定了农历编算模型应符合天体位置计算的国际基
本天文学规范，计算精度应保证日期编算的唯一性，
农历的编排规则和表述方法符合中国主流传统历法
体系的历史传承。两者的结合充分保障了现代农历
编算的科学性、先进性和规范性。
“我们的春节以自然时序作为人文时序的基础。”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看来，春节与历法紧密联系，承
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界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未
来的美好期盼。

刘魁立强调：“我们送灶王爷上天、贴门神，都是将
自然历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重组和强化。”人与天的
关联、人与地的交流，在此刻有了具象化呈现。

文化翻译助力春节走向世界

“申报过程中，将春节文化的相关内容简单翻译
为英文远远不够。我们始终严格秉持一种工作思路，
即最大程度上实现春节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精神
上与‘他者’的理解与共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刚说。作为此次春节申遗团队主
要成员之一，他认为，文化翻译是申遗过程中最困难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很容易。但是怎样能够既保

留春节民俗的标志性特征，又能让对其文化相对陌生的
群体迅速抓住这一项目的精髓？”朱刚告诉《中国科学
报》，此次申报项目的名称“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
年的社会实践”是一个典型实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
文化翻译的过程。

首先，选择“春节”作为核心词汇，有着深层次、全方
位的考量。它不仅是国人认知与接受的指称方式，更经
历了古代历法与国际主流时间标准的对接，且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中国和世界对接的过程。

此外，从节气上看，春节在立春前后变动，是草木凋
零到万物复苏的关键转换节点。“从国际视角出发，我们
希望能够以此名称唤起更多不同文明形态关于新旧转
换、四季轮回观念的共鸣。”朱刚说。
“社会实践”是破折号后的主要同位语，属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规定的五种非遗类别之一 ———“有关自
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这一定义不仅是用《公
约》语言呈现中国文化形态的尝试，更是一个能够将

所有关乎信仰表达、娱乐活动、饮食文化等兼容并包
的极具张力的概念。
“我们强调的是将春节视为一个社会实践整体。”同

为申遗“智囊团”成员，这是刘魁立、萧放与朱刚三人不
约而同提及的重点。

据悉，申遗专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深耕专业，对春
节一类重大节日有独到见解；另一类则熟悉工作程序，
掌握评审标准与要求。前者在春节民俗的长期研究中积
累了丰富经验，后者则在契合《公约》精神的基础上努力
实现“自我”与“他者”话语系统的对接。

春节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申报过程中，中国提交了诸多鲜活生动、内容翔实
的证明材料，充分论证了春节所包含的多维实践活动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本次申遗的核心
任务之一。

萧放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一论证过程其实与我
们周边环境紧密联系。”过年时，每一个个体都在努力维
系家庭与邻里间的和睦关系，社会也处于一片欢乐的情
绪与氛围中，这是人们将和平发展理念铭刻于心的生动
体现；在年节习俗中，男女强化合作、携手并肩，这是人
们在生产实践中展现出的性别平等观念；同样，人们祈
求丰收、做足农耕的准备、强调对食物的尊重，这是将粮
食安全理念贯穿于其生产实践全过程。

青年一代的教育与春节文化的传承也是《公约》
重视的内容。作为一名教师，萧放要求自己的研究生
在过年期间返乡调研，了解、学习和研究春节的习俗
与新变化。他同时承担了相关调研课题，在这一领域
不断深耕。
萧放认为，“可持续发展”观念在中国人看来，更多

体现为时间更新的意识。人们将一年作为一个阶段，每
到岁末年初之际便将旧的东西去掉，迎接新的一年、怀
有新的期待。

而刘魁立早在多年前就提出整体性保护原则，并将
其应用于此后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之中。
“谈到保护，就要把非遗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从过

去到今天和未来全部考虑在内。当我们提到弘扬、振兴
的时候，是指在我们今天的传承实践当中发挥创造力，
努力实现对明天的期望。”刘魁立在《纪念〈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20周年》一文中写道。
中国春节既有本土性，也有开放性，正在不断扩

大自己的“朋友圈”。“当春节习俗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一定会给人类文明大大增添奇光异彩和多样性，
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开拓一条宽展的
大道，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好奇春节、关注春节、参
与春节。”冯骥才如是说。

跨越山海：“朋友圈”不断扩大
姻本报实习生李蓉 记者李晨

就像“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全世界也都
在过“中国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近 20个国家和
地区将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从新加坡滨海湾
的张灯结彩，到披上红装的日本东京塔；从纽约
时代广场的灯光秀，到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
的舞狮表演，全球大约有 1/5的人口以各种形
式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春节蕴含的文化底蕴与温暖情感，早已跨
越山海，向世界展示着东方文明古国的旺盛生
命力。2024年 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进一
步获得了国际认可。

那么，世界各地的人如何庆祝春节？外国人
来到中国，怎样融入这一传统节日呢？

新年“新”习俗

随着中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春节也润物
细无声地融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中。甚
至在某些地方，春节已经演变出
“新”习俗。

奇华顿公司技术人员郭丽丽
在新加坡生活 6年了。在这座多元
文化交融的城市，春节不仅是法定
节假日之一，更在传承中逐渐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新加坡版本”。
“捞鱼生（Lohei）”是新加坡最

具特色的春节庆祝习俗之一。郭
丽丽向《中国科学报》介绍：“我们
把生鱼切成条，搭配各种蔬菜和水
果丝，整整齐齐摆盘，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共同举筷捞鱼生。”

郭丽丽说，每一样食材代表
着一个吉祥的寓意，往盘子里码
放的时候说吉祥话：放鱼片，要说
年年有余；放柚子肉，说大吉大
利；放胡椒粉、五香粉，说招财进
宝；放胡萝卜丝，说鸿运当头；放
青萝卜丝，说青春永驻；放白萝卜
丝，说步步高升、风生水起……放
好后大家一起“捞”，并且高呼
“Huat ah”，意为发财。鱼生不仅是
一道爽口凉菜，还带有“越捞越
高”的吉祥意味。

此外，餐桌上总少不了几样
特色点心：黄梨挞、虾米香卷、万吉
糕、肉干……其中，黄梨挞是用菠萝制作的点
心，在福建闽南语中，黄梨挞谐音“旺来（塔）”，
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好运连连，是新加坡
家家户户春节必备的年货之一。

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的春节庆祝活动与
本土文化不断融合，甚至形成了属于自己的
“春晚”。

在美国纽约、波士顿等地，华人协会举办的
春晚已经成为当地新春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除了唢呐演奏等中国传统节目，还融入了波

士顿芭蕾舞团等当地文化元素，形成了中西文
化交融的风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
刚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即将在美国波士顿
庆祝蛇年春节。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朱刚见证了学生会
和中国学生组织的各式庆祝活动。“为庆祝春
节，学生们搭建了活动棚，策划表演各种有中国
特色的器乐演奏、民歌演唱等文艺节目，为师生
们营造了浓厚的春节氛围。”

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华盛顿
州等把春节列为法定假日。各地的庆祝方式也
各具特色：唐人街的新春游行、以民间故事为主
题的花灯会、传统舞龙舞狮表演……

是年味，也是乡愁

对于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德国慕尼黑工
业大学兼职副教授施匡宇来说，过个阖家团圆
的春节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与美国、新加坡等地不同，施匡宇常居住的
国家的春节庆祝活动相
对较少。回忆起在国外
度过的 20多个春节，施
匡宇对读书期间的经历
印象最为深刻。
“读博士期间，我们

会和一些朋友共同庆
祝，很有春节氛围。”施
匡宇回忆道。

随着时间推移，国
外的朋友越来越少，施
匡宇的思乡之情越发浓
烈。新年聚会也从多人
庆祝变为个别家人朋友

的相聚。
2020 年初，施匡宇曾满怀期待地回国过

年，却遭遇新冠疫情肆虐。他没能走亲访友，
没能穿梭于热闹的街巷，更没能与家人尽情
欢聚。

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之际，他决定再次踏上返乡之旅，跨越山海，重
温久违的年味。1月 22日，北方小年这天，施匡
宇终于踏上了故土。

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郭威也已在国外度过

了 19个春节。不过，“在日本，肠胃是没有乡愁
的”。郭威表示，常见的过年方式是和朋友们去
中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家乡菜。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访日华人的增加，意为
地道中国菜的“本格中华料理”餐厅数量大幅增
加，有的甚至只提供中文菜单，各种地方菜系齐
全。“在中餐馆里，大家说汉语、品尝地道的家乡
菜，就像回到了中国一样。”

郭威最大的愿望，是能回国过个团圆
年。但是每年春节前后都是日本大学的期末
考试或总结之际，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这
些年来，因为工作，我没有回国度过一个春
节。”郭威遗憾地说。

从文化走到共识

春节不仅是一个节日、一个符号，更承载着
深厚的文化意义。

Waseem Raza 20 多年前从巴基斯坦来到
中国读书，今年他成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
研究员，并将第一次在海南过年。在他看来，春
节是阖家团圆的代名词。

最初，春节对Waseem而言只是普通的假
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受邀和中国朋友一家一
起过节，才真正了解了春节对中国人的重要性。
“就像我们的开斋节一样，春节是家人团聚、庆
祝新年的时刻。”

2012年，Waseem与他深爱的中国女孩结
婚，春节从此成为他和妻子与家人团聚的重要
时刻。他们会长途跋涉回到家乡江苏南通，一
起打扫房屋“除尘布新”，在除夕夜共进年夜
饭。晚餐后，他们一起点燃烟花，在声声爆竹中
辞旧迎新。

从最初对春节的陌生，到深入了解，再到将
其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Waseem 逐

渐融入了“中国年”的氛围中。
朱刚认为，春节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可观可感
的体验性。通过身体感官和意识的
全面调动与参与，亲历者可以形成
一种文化记忆和身体感受，包括肌
肉记忆、皮肤触感、味觉享受和视觉
冲击等。“我们在全球各地庆祝春
节，外国人通过亲历其间，浸润在中
华文化的具体氛围中，这与通过文
字了解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种体验更能引发关于人类

一致性的共鸣。”朱刚说，虽然文化
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但人类的普遍性、
一致性又像是那些“执拗的低音”，时时提醒我
们反思人类最终的归宿。

在朱刚看来，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更大意义在于其彰显了人类在
时序转换的关键时刻在情感与文化上的共通
性。“只有在普遍性的维度上，我们才能与其他
文化形成对话、达成共识。这也是中华文化在
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上必须肩负的责任
和使命。”

临近龙年岁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
委员刘魁立还在辛勤工作，傍晚 6点才回到家
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也给一年级的研究
生布置了回乡调研春节习俗的寒假作业。而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刚正在
美国哈佛大学访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国
外过年了。

迎来蛇年之际，他们将体验到各不相同的
年味。

年味是对情感舒适圈的记忆

刘魁立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时，推动了我国清明、端午、
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成为国家法定假日。他提出
的共享性原则及整体性保护原则，也成为非遗
保护的基本原则。
“过年放鞭炮、穿新衣，家里干干净净，人

们漂漂亮亮，彼此间和谐友善，踩高跷、耍狮
子、吃饺子……这些传统习俗确实让年味更
浓。”刘魁立说。

可他立刻反问，难道年味就只体现在饺子、
鞭炮上吗？“也不是的。假如你心里没有年，你对
年的价值意义没有体会，即使有再多外在的形
式，年味实际上也体现不出来。”

刘魁立觉得，年味体现在人们的情感中，
“有了这个，年味就十足了”。他记忆中那些艰苦
的岁月，虽然可以随便放鞭炮，但人们心中苦
楚、情绪低落，“还有什么年味可说？”

对于远在他乡的朱刚而言，年味就是乡愁，
乡愁就是从小到大熟悉的环境和习惯，而思乡
就是回到情感上的熟悉感。
“只有回到熟悉感，才会感到自己是中国

人，因为人是需要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确认自己
的文化身份的。”朱刚说。

年味浓淡变化是一个过程

如今人们常感慨年味变淡了，在萧放看来，
“说年味变淡，也许合适，也许不合适”。

萧放解释到，说年味变淡，是因为“过年”讲
情感、讲交流，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少了，
甚至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也少了、相互关爱

少了、人情味变淡了，自然节庆期间的年味也变
淡了。

而说年味变淡不合适，是因为现代科技手
段能从形态上让年味很浓。比如声光电的技术
可以营造更炫目的视觉效果，丰富节日气氛；城
市交通越来越便利，让返乡变得比以前更快更
舒适；就连红包都可以通过社交软件远程发放，
人们不用见面也能表达美好祝愿。
“年味浓淡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变化，也可

能是一个过程。人走到一定阶段后发现自己太
孤独了，还是会回归的。”萧放说。

刘魁立也认为，科技手段应该帮助传承年
味，甚至将其发扬光大。他支持放鞭炮，并认为
用科技“狠活”制造新式的更为“绿色”的鞭炮应
该不是难事。

变动不居的春节 恒久传承的年味

“我感觉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以后，蛇年的春节也许更有年味。”萧
放说，过去几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人们越
来越疏远。如今或许是一个契机，促进每个人
互相关心，更积极地参与春节这个重要的文化
活动。
“在特定时间的一个特定状态，让我们做一

个调整，创造条件让大家释放一下。”萧放乐观
地说。

蛇年春节假期经过调休后变成了 8天。而
刘魁立力挺延长春节假期，这个新旧时间周期
的交接，是人们调整自身的特殊阶段。在这个非
日常状态下，人们更在乎对于生活欲求的调整、
修为的提升与道德观念的完善。
“这是任何其他节日都不具备的。”在刘魁

立看来，每个人都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人。

朱刚认为，春节走出国门，或许正是我们从
他者的角度、从全人类的视野，重新审视、唤醒
自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契机。
“春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是变动不居
的，它会随着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社会生活
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春节始终是一种文化，它要
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服务。”朱刚说，这也
是春节的文化存续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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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子要戴新呢帽。”再有 5
天，便是 2025乙巳蛇年了。

于国人而言，这个春节或将格外新鲜有活力。
2024年 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成功通过评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个华人最重要和最喜庆的节日，已然成为
一个在全球都颇具影响力的节日。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球有近 20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定为法定
节假日。更多民族在分享这一拥有几千年历史的
节日给人类心灵带来的和谐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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