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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作为
中国最隆重、最热闹且
象征着团圆和希望的节
日，春节在中国人心中
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地
位。

2024 年 12 月 4 日 ，
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铭刻
在万千中国人心中的春
节，从今后，不仅是中
国的，还是世界的。目
前我国共有 44 个项目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 册 ， 总 数 居 世 界 第
一。首个“非遗春节”
的 亮 相 ， 更 为 “ 中 国
年”成为“世界年”着
墨添彩。

春节申遗成功，首
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高度肯定。春节不仅仅
是一个节日，更是中华
民族情感的寄托，是全
球华人心灵的纽带。每
逢 春 节 ， 无 论 身 处 何
地，中华儿女都会以各
种方式庆祝这个团聚的
节日。春节的每一个习
俗，无论是祭灶、贴春
联、放鞭炮，还是阖家
团圆的年夜饭，都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记忆。这些传统习俗
不仅凝聚了家族和社群
的情感，更让全球华人
在异国他乡找回归属感。

春节的申遗成功也
是多民族共享文化的重
要体现。在中国，春节
不仅是汉族的节日，许
多 少 数 民 族 也 庆 祝 春
节，并在其中融入了本
民族的文化特色。例如，青海土族的轮子秋和
羌族以白石崇拜为特色的春节习俗，都展示了
春节在文化融合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这种多
民族的共同庆祝，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生动体现。

春节申遗成功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
责任。申遗成功为春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辟
了新的道路。我们需要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不
断创新，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
出更多体现春节元素的文化产品。例如，可以
利用高科技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
春节的喜庆氛围，或者通过现代媒体平台传播
春节文化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春节背后的深厚
文化底蕴。

同时，春节申遗成功也为非遗保护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非遗保护不仅仅是保存传统文
化，更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坚守本民族
的优秀传统。非遗保护就像人的成长，需要在
兼容并蓄中坚守自我。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
应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推动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让春节这一文化符号在世界
文化的长河中永放光芒。

当“中国年”变成“世界年”，对于普通中
国人而言，最大的影响有哪些？

一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节日的文化氛
围更浓。普通人会更深刻地意识到春节不仅是
一个“假期”，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春节
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人们过春节的
仪式感和自豪感会提升，比如更加重视传统习
俗、主动向孩子和朋友分享春节故事。一些传
统的年俗可能因为申遗成功而重获关注。比如
贴窗花、祭灶等传统习俗可能为更多年轻人所
熟知。

二是春节文化传播加速，春节将走向全
球。世界各地可能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春节
热”，更多国家举办春节相关活动，比如舞龙舞
狮表演、唐人街庆祝、灯会等。对中国人来
说，这意味着在国外也能感受到“中国年”浓
浓的年味。这样可能会带动出境旅游或“春节
经济”的火爆。

三是节庆经济和就业机会增加，年味更
浓更“值钱”。春节文化的“国际化”提升了
中国品牌和文化商品的吸引力，与春节相关
的经济活动将会更加活跃，传统手工艺品、
春节主题礼品等可能迎来销量激增。剪纸、
书法等非遗项目的创业者和从业者可能会获
得更多资金支持，甚至通过线上平台吸引国
际买家。

四是传统文化教育回归，孩子们过春节更有
动力。春节申遗成功，年轻一代会更有兴趣参与
其中，同时也让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学校
和家庭教育将会更加重视春节文化的传承，比如
学校开设春节文化课、社区举办春节年俗体验活
动，孩子们可以亲手写“福”字、包饺子、扮年
兽等。

春节成为世界非遗，展望未来，我们有理
由相信，“中国年”将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
一种连接世界各国人民心灵的文化纽带。这也
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在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
自信心的同时，也赋予我们更重的责任。让我
们共同努力，在传承与创新中，让春节文化焕
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
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非遗春节非遗春节非遗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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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拥有国家级非遗沧州武术、省
级非遗中幡、市级非遗遛百病等多项非
遗，其中，非遗美食有回家酥糖、老席八
大碗、曹记熏鸡、姜氏煎面肠等。来到沧
州市区，您不仅可享非遗之美，还能品尝
非遗之味。

1.沧州园博园：大运河（沧州）第二届
新春灯会在此举办，五大灯区呈现花灯如昼
的美妙运河夜景，组织方还将举办丰富多彩

的节庆活动。
2.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展

馆集中展示大运河八省（市）的非遗文化。
3.沧州文庙：春节期间，这里举办丰富

多彩的非遗展演庙会、非遗民俗展演活动。
4.南川老街：这里举办的“南川大集”

热闹红火，上世纪80年代的场景布置，让人
瞬间产生怀旧风。人们不仅可购年货，还能
看非遗演出。春节氛围从甲辰腊月一直持续

到乙巳正月。
5.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上举办龙舞表

演；剧场内举办“双世界遗产”城市文化生
态新乐章——“匠心文旅之夜”2025年沧州
市文化志愿者迎新春文艺晚会。

6.沧州美术馆：春节期间，中国艺术研
究院2025年首个书法展“笔韵春澜”书法展
在此举办。著名书法家管峻书写的巨型红

“福”牌有望成为网红打卡地。

★沧州市区：看灯展逛展馆尽赏运河畔非遗

沿着运河赏非遗沿着运河赏非遗沿着运河赏非遗“““图图图”””游沧州品年味游沧州品年味游沧州品年味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首个“非遗春节”怎么过？记者与我市平面设计爱好者陈国胜合作，联合摄影师王
少华、魏志广，为读者绘制了一个运河边的“非遗春节”沧州游攻略图。走亲串友之
余，您不妨“按图索骥”，赏非遗、游沧州，过个与众不同的“非遗年”。

南皮有国家级非遗沧州落子、省级非
遗二郎拳、市级非遗孙青屯村大鼓乐等多
项非遗。非遗美食有阿杜土鸡、南皮小米
面窝头、孙家老席等。

1.南皮县文化展览中心：这里有张之
洞纪念馆、王蒙馆等四个展馆。大家可在
此感受南皮文化底蕴。

2.春节期间，当地举办民间文艺汇演，
其中就有非遗项目沧州落子。

★南皮：逛名人展馆看沧州落子

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春节的脚
步越来越近了。今年，我们将迎来第
一个“非遗春节”。“非遗春节”与

“双世界遗产”城市沧州相遇，会碰
撞出哪些火花？

沧州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
强对春节民俗做过专门整理。他
说，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一说春节，人们脑海里就会浮
现出贴春联、贴福字、上香祭祖、
全家守岁、吃饺子过年、串门拜年
等情景。这些已深深印在每个中国
人的心中。他说，春节是辞旧迎
新、总结过往、期许未来的日子，也
是阖家团聚、用欢聚治愈过去一年艰
辛的日子，更是为新的一年积聚力
量、进行心理建设的日子。“一说春
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烟火气和人情
味。年味说到底就是人情味。年味浓
厚的城市，人情味肯定浓。”吴树强
说，沧州春节民俗特色之处，一是正
月十六遛百病，二是黄骅、海兴一带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蒸面花，三是任
丘的糖墩节。

1 月 15 日，腊月十六，恰逢沧
县捷地大集。摄影师王少华、陈立
新等一行人顶着凛冽寒风，驱车来
到捷地回族乡，开始了他们的春节
年集拍摄之行。“农村年根儿底下的
大集特别有年味，我们拍了 10 多
年，还没拍够！”王少华说，春节期
间，摄影师最感兴趣的，一是春节
前的年集，二是春节后的民间文艺
汇演。“这里面有不少非遗元素，最
能折射年味。”

据沧州市群艺馆副馆长、沧州非
遗中心副主任肖宝光介绍，目前，沧
州有19项国家级非遗、123项省级非
遗、434 项市级非遗、861 项县级非
遗。形式多样的非遗项目，注定会给
第一个“非遗春节”带来更多
精彩内容。如今，他们已备好

“非遗盛宴”，让沧
州老百姓吃好、玩
好，过一个别
具一格的“非
遗年”。

金 丽

青县拥有国家级非遗哈哈腔、省级非遗
盘古文化、市级非遗双塔刘世印屯庙会等多
项非遗，非遗美食有申家鸡煲、流河火锅
鸡、程记合碗子。

1.人和镇村水上火锅鸡城：人们可在此
感受清末马厂兵营文化，品尝运河非遗美食
流河火锅鸡。

2.春节期间，当地举办武术春晚及哈哈

腔、孙氏流星锤等非遗项目展演活动。
3.青县盘古庙：这里供奉着人类始祖盘古。
4.林缺屯村：春节前人们可由此过河赶

王黄马运河大集。

★青县：吃火锅看武术赶大集听大戏

沧县有国家级非遗木板大鼓、沧县狮
舞，市级非遗龙舞、策城小车会等多项非遗。

1.兴济：人们可游乾宁运河文化公园，
春节前赶兴济大集，春节后看龙舞表演，感
受名镇文化底蕴。

2.沧县铁狮子与旧城遗址公园：这里举
办2025年铁狮嘉年华暨沧县首届春节民俗文
化节。大家可在铁狮子脚下观看沧县狮舞、
木板大鼓等精彩的沧县非遗表演。

3.纸房头乡大白杨桥村：人们可游览沧县

倒虹吸水文景观，参观岳庙，感受民族气
节。岳庙前还有传承百年的沧县狮舞表演。

4.捷地回族乡：大家可赶捷地大集，看
津浦铁路遗址，参观大运河与捷地减河“二
龙”交汇处的捷地闸和御碑苑景区。

★沧县：看龙舞狮舞游岳庙感受民族精神

东光有省级非遗东光吹歌、观州锣鼓，
市级非遗观州唢呐等多项非遗。非遗美食有
连镇扒鸡、大运河全卤面、李文焕烧鸡等。

1.普照公园：春节期间，这里将举办
“非遗过大年”东光非遗展示展演活动以及
非遗购物节。公园内还有东光铁佛寺、二郎
岗、马致远纪念馆、荀慧生纪念馆等。荀乡
剧社在此举办迎新春京剧演唱会。

2.谢家坝：这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大运河世界申遗点之一。人们可参
观附近的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展示馆。

3.年夜饭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是
鸡。鸡与吉谐音，取大吉大利的彩头。年前
人们可赶东光大集，买连镇烧鸡。俗话说

“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
二这天，注重春节习俗的人们会吃一碗东光
的大运河全卤面。

★东光：听吹歌看谢家坝品
连镇烧鸡

吴桥有国家级非遗吴桥杂技，市级非遗吴桥秧歌、
旱船等多项非遗。非遗美食有吴桥宫面、吴桥烧鸡、徐
氏姜糖、吴桥杂技花馍等。

1.吴桥杂技大世界：今年春节，这里将继续举办江湖
文化城春节庙会，非遗传承人现场进行杂技演出。江湖
大剧院引进推出《天鹅湖》《如梦长安》《特种兵》三台
风格各异的杂技剧。

2.游客还可拜访清代建筑澜阳书院，寻觅吴桥文化根
脉；参观孙福友故居，感受“现代杂技之父”的传奇故
事。

★吴桥：赏杂技体验神奇非遗

泊头有国家级非遗生铁冶铸技艺、六合拳，省级非遗泊
头小竹马、泊头三痴斋泥塑，市级非遗黑旗高跷等多项非
遗。非遗美食有交河煎饼、张屯烧鸡、杨家烧饼、王记烫面
饺、代家烧鸡等。

1.张庄子村：张庄子大集是运河边有名的泊头年集，集
纳百货，热闹非凡。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购年
货，还可体验春节的传统民俗。

2.春节期间，大家可在民间文艺汇演上一睹
小竹马、黑旗高跷的风采，还能在国家级非遗六
合拳元宵节巡回展演中欣赏武者雄风。

3.泊头可玩的地方比较多，泊头市中心城
区运河景观带、北环水系公园、尹庄古贡梨
园、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旧址等都可一游。

4.三痴斋：泊头三痴斋泥塑传承上百年。大家
可买个泥娃娃回家，体验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泊头：游运河赶大集玩泥塑看非遗

摄影：魏志广 王少华
制图：陈国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