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完春节的法定假日
!

很多人回

到了工作岗位
"

除了休假
!

春节还给我

们留下了什么
#

大城市的
$

年味
%

越来

越淡
!

人们对春节的感觉似乎也没有

以前深刻
!

但在我国不少农村和少数

民族地区
!

春节的古老习俗仍然在延

续
!

在这些地方让人恋上了传统的
$

中

国年
%&

丧失魅力
!

尽管春节仍然是中国人

最重要的节日
!

但是年味却越来越

淡
!

不但过年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不

小的变化
!

就是人们内心那种憧憬

与期盼也无从捡拾
&

比起春节
!

其他

没有假期的传统节日就更显得衰落

了
&

虽然每年通过商家的提醒
!

大家

依然会在元宵节煮碗元宵
'

端午节

吃个粽子
'

中秋节在月饼营销大战

中抢购几盒送人
!

但是除了吃的形

式不变
!

商家赚得
(

钵满盆溢
%

的繁

荣景象外
!

节日文化的内涵却越来

越枯萎
!

人们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减
!

近乎名存实亡
&

而另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
!

一些
(

洋节
%

却是越过越红火
!

尤其是都市里的青年人参与圣诞

节
'

情人节庆祝的热情
!

更衬托出传

统节日的冷清
&

这种现象
!

让许多民

俗专家发出了
(

传统民俗还能传承

多久
%

的感叹
&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
)

城市文

化
*

里
!

针对台湾崇拜外国文化的现

象
!

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
+$

台湾有

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
!"#$%!

&'%$

是什么
,

化装游行又不清楚

(")%'!"*

的意义何在
,

吃火鸡大

餐却不明白对谁感恩
,

圣诞狂欢又

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
&

凡节庆都必

定联系着宗教或文化历史的渊源
!

将别人的节庆拿过来
!

有如对着别

人家的祖宗牌位祭拜
!

却不知为何

祭拜
'

祭拜的是何人
& %

那些忙着过

洋节的人
!

是不是也在祭拜别人家

的祖宗牌位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454067&"89:;/

$

放假只是一种形式
%!

一网友认

为
!

传统节日就算成为法定假日
!

也有

可能淹没在众多的休息日中
!

该淡忘

的还是照样会淡忘
!

这和保护是没有

关系的
,

另外
!

传统节日以情为主
!

放

假虽然可以让大家过好这个日子
!

但

和保护是两码事
,

再者
!

对于那些身在

外地而又忙碌的现代人来说
!

短暂的

假期不足以让他们赶回家和家人共享

天伦
!

更多的时间里他们还是社会人
!

再规定放假看起来似乎也难以达到保

护传统的目的
&

因此
!

将传统文化的保

护归结到一两天假日上显得有些草率

和简单
!

甚至还显得有点流于形式
&

或许
!

多宣传一些传统的习俗
!

让

人们在工作
'

学习
'

生活中无时不感受

到传统的氛围
!

这比放假更有意义
&

假

已经开始放了
!

放假后怎么办
!

放假期

间由谁来填
$

内容
%!

应是政府着力思

考的问题
&

专家认为
!

人是传承文化的主要

载体
!

得到现代人的认同感是关键
&

因

此
!

放假过节
!

还需要各级政府做好具

体引导工作
!

让百姓能有更多的参与

机会
&

要发扬民族的传统文化
!

要使如

今的国人不忘本
!

法律在这里发挥了

作用
!

以国家法规的形式
!

让人民尽

情地欢度传统节日
!

这是法律对民族

传统节日保护的最佳范例
!

但传统文

化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

只凭热情

是不够的
!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需要

科学的操作原则和深入的理论思考
&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

任重而道

远
&

大年初四
!

由于工作需要
!

刘贺凌

一家不得不坐上返京的列车回家
!

她

依依不舍地跟乡亲们告别
!

在农村过

年的那股兴奋劲儿仍然洋溢在她的脸

上
&

刘贺凌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

作
!

三年前把父母接到北京定居
!

今年

春节他们全家人回到了内蒙古赤峰市

巴林左旗的农村老家过年
&

腊月二十八
!

她与叔叔一起
$

扫

尘
%&

又是扫屋子又是清洗被褥
!

农家

小院里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
'

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

在农村
!

每逢

春节来临
!

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
!

清

洗各种器具
!

拆洗被褥
!

擦拭窗户
!

打

扫庭院
!

掸拂尘垢蛛网
!

疏浚明渠暗

沟
&

最让她忙碌的是亲手准备过年大

餐
+

生豆芽
'

炸油糕
'

包饺子
& $

饺子要

在除夕的夜里吃
!

听着鞭炮声
!

看着

-

春晚
.!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
!

这

感觉真好
& %

她与孩子们一起贴年画
'

春联和
$

福
%

字
!

看着屋门上
'

墙壁上
'

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
$

福
%

字
!$

福
%

字还被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
!

她仿佛

一下子找到了儿时过年的感觉
&

$

农村过年时
!

谁家热闹就可以凑

到谁家去
!

也没有什么拘束的
&

一大家

子今天集中到舅舅家
!

明天集中到姑

妈家
!

就跟赶集一般热闹
&

人多了
!

吃

得也香
!

玩得也尽兴
&

很多城里人只是

一家几口人窝在单元楼里过年
!

和平

时几乎没什么两样
!

所以愿意回到农

村过年
& %

刘贺凌说
&

与刘贺凌的想法

一样
!

如今城里人回到农村过年的越

来越多
&

记者的一个生活在武汉的朋

友冯勇
!

今年与大学同学相约到河南

农村过年
& $

回农村过年
!

给了我返璞

归真的机会
& %

据了解
!

一些旅行社也摸准了城

里人的心理
!

大张旗鼓地组织人们回

农村过年
&

今年春节期间
!

互联网上就

有不少广告吸引游客到武夷山农村
!

与当地群众共享具有当地特色的过年

乐趣
&

青格勒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

了
&

今年他早早地带上女友回到了老

家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
&

腊月初
!

他们一家人就开始准备

春节吃的各种食物
///

牛羊肉
' (

羊

背子
%'

奶制品
'

油炸的各种茶食
'

炒米
'

年糕
'

馒头等
!

同时
!

家家户

户准备换新衣
!

每人都要有一套行礼

的长袍蒙装
&

腊月二十三
!

青格勒跟着父母一

起祭灶
!

用黄油饼代替糖果供在灶君

前
!

父亲还用蒙语唱类似汉族所说的

(

上天言好事
!

回宫降吉祥
%

的词句
&

大年初一一大早
!

青格勒与父母

身着节日盛装
!

手捧哈达
'

美酒
'

奶

制品
!

来到前一天用雪堆成的敖包

前
!

举行春节习俗中最重要的祭天仪

式
&

他点燃敖包前的一堆篝火
!

将供

品撒进燃烧的火堆中
!

以其火焰献

祭
&

在父亲的带领下
!

一家老幼自左

向右绕包走一圈
!

边走边叩首
!

将手

中的美酒
'

食品撒向雪堆成的敖包
!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

人畜平安
&

行毕

祭天礼
!

天刚蒙蒙亮
!

全家人开始家

庭内部拜年
!

先是晚辈手捧哈达向长

者问安跪拜
!

然后由长辈祝福晚辈幸

福长寿
&

看着女友对自己所有的举动都充

大年初一
!

读大三的张楠与父亲发

生了争执
!

原因是他不愿意出门拜年
!

更

不乐意磕头
&

他告诉父亲
+(

电话拜年多

省事
0 %

父亲板着脸告诉他
+(

咱不能图方

便就把老一辈子留下来的习俗给丢了
& %

几番争执
!

张楠很不情愿地来到长辈家

拜年
&

如今
!

一到春节
!

人们议论最多的恐

怕就是年味儿淡了
!

春节期间的娱乐活

动无非就是走亲访友
!

打打麻将
'

扑克
!

就连小孩子也失去了以前那种对过年的

期盼和欢乐
!

感觉与寻常日子并无不同
&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似乎不太习惯走出

家门到街坊邻居家拜年了
!

结实的防盗

门把人隔得越来越远
!

逢年过节只需发

个电子贺卡或者用手机群发短信以示祝

福
&

为什么城里人愿意到农村过年
#

为

什么少数民族地区春节还依然隆重
#

只

因为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过

年的传统文化
!

这种沿袭下来的文化令

人永远眷恋
&

内蒙古大学民俗学专家呼日勒沙

说
!

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
!

过年一

直是百姓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仪式
'

盛大

的活动
&

经过漫长岁月的沉积
!

民间形成

了一系列极具特色和生活情趣的年文

化
&

一些传统习俗之所以能沿袭千年
!

足

以说明过年不是一个简单的吃吃喝喝
'

游戏玩耍的过程
!

而是渗透到百姓的深

层意识里
!

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
!

负载着将民俗文化发扬光大的神圣

使命
&

(

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很多
!

但同时我们也在失去一些东西
!

就

像以春节为主的许多传统节日本身固有

的文化内涵
!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被

人淡忘
!

造成了一种文化缺失
& %

呼日勒

沙说
&

近年来
!

关于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

的争论越来越多
!

尤其在听说韩国要将

中国传统节日
(

端午节
%

列入该国遗产名

录
!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

更是引起

了国人的巨大震惊和愤慨
&

专家学者纷

纷呼吁
+(

加强保护我国传统文化
0%

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近日
!

一些网友在某

网站上联名质疑
!

时代已经改变
!

传统习

俗是否还有保留的必要
#

针对此话题
!

网

友纷纷发言
!

激烈地讨论
!

其中持反对意

见的占多数
!

支持的声音比较微弱
!

但这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忧虑
&

一网友说
!

过年过节
!

就是满街吃
'

满街逛
'

满街闹
&

有网友评论说
!

春节吃

大鱼大肉
!

元宵节吃汤圆
!

端午节吃粽

子
!

中秋节吃月饼
!

过个节留的全都是吃

的印象了
!

现在物品丰富了
!

平时也不缺

吃的
!

这节日过得还没平时来得轻松自

在
&

喜爱过洋节
'

忙着过洋节的并不只

是少数人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全球化文化的侵袭
!

传统节日正在逐渐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知道圣诞节

有个白胡子老人送礼物
!

却未必知

道
(

年
%

是个猛兽
,

知道万圣节最

受宠的是南瓜
!

却未必知道为什么

要在春节吃饺子和年糕
&

以清明节为例
!

清明节古时也

叫三月节
!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
&

据说在大禹治水后
!

人们就用

(

清明
%

二字来庆贺天下太平
&

由

于此时春暖花开
!

万物复苏
!

正是

春游踏青的好时节
!

所以踏青这个

习惯从唐代开始便历代承袭成为

(

清明节
%

的风俗之一
&

扫墓这一

习俗本是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的内

容
!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令天下
!

(

寒食上墓
%&

因寒食与清明相接
!

后来就逐渐传成清明扫墓了
&

古时

扫墓
!

孩子们还要放风筝
&

其实
!

清明节还有许多风俗
!

但已失传
!

例如
!

古代曾长期流传的戴柳
'

射

柳
'

打秋千等
&

所以
!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

征
!

传统节日的内涵非常深刻
!

但

由于国人对传统节日缺少挖掘和引

导
!

传统节日是越过越没有内容

了
!

中国民俗文化已遭遇严重的

(

集体失忆症
%&

专家指出
!

其实在

节日氛围淡化的背后
!

还有一些关

系到我们每个人
'

甚至民族情感的

东西也在流失
!

借用近年来一直致

力于抢救民间文化的著名作家冯骥

才的话说
!

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
!

满好奇
!

青格勒说
+ (

在城市里
!

蒙

古族过年的习俗已经不是很隆重了
!

但是在草原还是十分讲究的
&%

青格勒

又给她讲起了很多习俗
!

比如蒙古族

正月初一清晨是不吃水饺等饭菜的
!

一般都是喝奶茶
'

吃茶食
!

中午才摆

蒙餐饭菜
&

老人们相见要互换鼻烟壶
'

问安
!

年轻人给长者递哈达
!

磕头行

礼
&

到亲友家拜年还要包一小包茶叶

带回家
!

意思是
(

带喜回家
% 11

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

脉已断
&

这才是最可怕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全国政

协委员何星亮认为
!

传统文化是一个

民族的标志和象征
&

一个民族如果在

文化上没有特色
!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

也就不会有地位
&

从历史上看
!

中国

历史上的几次盛世
!

既有强大的硬实

力
!

也有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
&

大多

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各种措

施
!

努力保护和延续自己的传统文

化
!

比如日本
'

韩国
!

我国如果不采

取措施保护这些
!

中华文化将会逐步

衰落
!

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

另外
!

传统文化还具有重要的经

济价值
&

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

家
!

十分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

保护
'

开发和利用
!

由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带动的旅游业在整个国家的经

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尤其是传统

节日
!

更能吸引海外游客
!

甚至成为

某些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
&

所以
!

从

保护传统节日入手
!

来提升和强化中

国的文化影响力
!

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已刻不容缓
&

可喜的是
!

有关部门已经采取行

动
!

传统节日被列入法定假日
!

但保

护传统节日
'

保护传统文化
!

仅仅靠

(

放假
%

是不够的
!

如何让现代人熟

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

使传统节日的精

髓在新的土壤里继续生存
!

生生不

息
!

考验的是政府的执政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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