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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文化受到世界关注喜爱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今天，春节因巨大的文化感染

力、亲和力和包容性，越来越受到世

界各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春

节文化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

思想观念，也是与当代世界多元文化

进行沟通、对话和交融的良好平台。

由文化部会同外交部、教育部、

国家广电总局、国务院侨办等多部门

在海外统一推出的“欢乐春节”活动，

是我国与全球众多国家共度中国春

节、同享中华文化、共建和谐世界的

一 项 重 要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经 多 方 努

力，已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知

名活动品牌。

中国春节是和大自然最为密切

相关的节日，标志着一年中最美好的

季节的到来，春节文化中包含了万象

更新、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同时，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节日，集中体现了

中国人重视亲情友情、家庭和睦的价

值观念。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

人 与 人 的 和 谐 ，正 是 春 节 文 化 的 精

髓，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追求和

珍视的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正越来

越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

也使春节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文化部在海外组织开展春节文

化活动已有十多年历史，2010 年，海

外 春 节 活 动 第 一 次 以 海 外“ 欢 乐 春

节 ”活 动 的 响 亮 名 字 出 现 在 世 界 各

国，并确定了“欢乐春节、和谐世界”

的主题。文化部携手多个部门，从全

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选派了

60 多个项目，成功出访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

同一时间段、围绕同一主题在海外开

展的涉及国家最多、吸引观众数量最

多的一次对外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

活动，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

中华文化旋风，进一步激发了各国民

众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也充

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现

代中国的良好形象。

海外春节热近年来不断升温，从

最初华人华侨在唐人街舞龙、舞狮、

放鞭炮的自娱自乐，到当地外国民众

着唐装、吃饺子、互道“恭喜发财”，中

国春节的习俗正悄然在世界各地广

为传播，年味越来越浓，过春节开始

成为不同国家和民众的一种时尚和

新的生活方式，生动折射出中国国际

地位的不断提升和中华文化在世界

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欧洲议会副议长安杰莉莉在出

席“欢乐春节”音乐会时说，感谢中国

驻欧盟使团将中国新年带进了欧洲

议会，让欧盟议员和工作人员近距离

地接触到中国文化和传统，领略当代

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风貌。荷兰外

交大臣则表示，中国新年不仅是华人

的节日，也是荷兰社会的重要节日。

2011 年举行的第二届海外“欢乐

春节”活动，共组织了国内 10 多个部

门和 20 多个省市的 2200 余名演职人

员积极参与，共同打造这一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活动包括

花车巡游、广场庙会、艺术表演、主题

展览、民间工艺展示、中国影视展播

等 60 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在全球 63

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展开，集中展示了

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

第二届海外“欢乐春节”活动无

不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

参与，共有近百位各国元首、政府首

脑和高级官员出席了各类活动。塞

尔维亚副总理科尔科巴比奇在观看

甘肃歌剧院的《敦煌韵》后激动地说，

只有拥有几千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中国才会有如此精彩的演出，中塞

两国如此高水平的文化艺术交流可

喜可贺。意大利罗马市长和近 10 万

当地民众一起参加春节彩装巡游活

动，并向当地华人华侨拜年。一些国

家还把春节设为公共假日，发行生肖

邮票等，推波助澜，让春节更加深入、

更加广泛地走入了当地民众心中。

2012 年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在

全球 8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4 个城市举

行 ，文 化 部 等 多 个 部 门 组 织 开 展 的

320 多项各类文化活动，在世界各地

把龙年春节舞动得姹紫嫣红，使全世

界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们不仅被

喜庆热闹的春节气氛所感染，而且被

中 国 春 节 的 特 有 文 化 所 吸 引 ，在 欣

赏、体验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感受

着欢乐、和谐、共享的春节文化理念。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海外“欢乐春节”活动规

模不断扩大，水平逐年提高，影响日

渐加深，已逐步发展成为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与前两届相比，2012 年第三届海

外“欢乐春节”活动的覆盖面更广、吸

引力更大、内涵更突出、气氛更热烈、

影响更深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今

年，在 82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 320 多

个春节文化项目涵盖了主题庙会、广

场巡游、剧场演出、综艺展示、文博展

览、民俗展演、图片展示、图书展销、

街头欢庆、焰火庆祝及文化名人与当

地民众互动等多种形式，使“欢乐春

节”的品牌知名度更高、更响亮。

第三届海外“欢乐春节”活动不

仅吸引了国外 40 多位总统、副总统、

总理、议长、王室成员和 500 多位内阁

部长、省长、市长、议员等政要，还有

1500 余家媒体和大约 3000 万外国民

众和华人华侨的热情参与，仅伦敦特

拉法加广场春节巡游活动就吸引了

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近 50 万人。深

受泰国人民爱戴的诗丽吉王后和诗

琳 通 公 主 连 续 三 年 出 现 在“ 欢 乐 春

节”活动的开幕式上。

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美国纽

约，倪萍、杨澜、郎朗三位“欢乐春节”

形象大使与当地民众一起，在欢乐喜

庆的文化艺术活动中欢度中国新春

佳节，大大提升了“欢乐春节”的品牌

形象。在坦桑尼亚、在古巴、在新加

坡、在墨尔本⋯⋯到处都飘荡着当地

民众的欢声笑语，到处都留下了“欢

乐春节”的精彩瞬间。

今年海外“欢乐春节”活动中的

中 外 合 作 力 度 更 大 ，曼 谷 、悉 尼 、伦

敦、罗马、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

市政府，以及纽约帝国大厦管委会、

西班牙西电公司等，都积极参与组织

了在当地举办的“欢乐春节”活动。

除驻外使领馆积极组织举办“欢

乐春节”活动外，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孔子学院及中资机构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特别是毛里求斯、贝宁、开

罗、巴黎、柏林、马耳他、东京、首尔、

乌兰巴托等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发挥

自身优势，成为驻在国“欢乐春节”活

动的最佳纽带和平台。倪萍以自己

作为“欢乐春节”形象大使参加巴黎

中国文化中心春节活动的亲身感受，

认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对外文化

交流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海外“欢乐春节”活动举行

时，文化部与中国数字文化集团联合

开发了以中国春节为主要内容的交

互 式 娱 乐 类 免 费 应 用 程 序“ 欢 乐 春

节”中英文版，成功上载苹果商店，使

“欢 乐 春 节 ”活 动 从“线 下 ”走 到“线

上”，让全球互联网用户及时了解“欢

乐春节”活动和春节文化知识。

2012 年“欢乐春节”活动向世界

集中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作

为“欢乐春节”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子

品牌，由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

协会组派的 7 个阵容强大的“文化中

国·四海同春”艺术团组，分赴 18 个国

家及港澳地区共 36 个城市，演出 51

场，为全球华人华侨和港澳同胞送去

新春祝福，发挥了“欢乐春节”活动以

侨为桥、传播文化的积极作用。

经过短短三年时间，“欢乐春节”

已经成为国外民众了解和认识中国

文化的一张名片，成为中外人民心灵

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展示

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一个平台，更是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的第一大文化品牌。

“欢乐春节”海外传播中国文化 谌 强

6 月 4 日至 8 日在法国巴黎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四

届会议上，中国民俗学会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定为咨询机构，获得向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供

咨询意见的地位。

缔约国大会是《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两年举

行一次大会，本届大会的主要议程包

括审议政府间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秘

书处的工作报告、修订实施《公约》的

《操作指南》、认定向委员会提供咨询

协助的非政府组织、提出关于《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十周年纪念活动

的建议以及选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等。

在本届大会有关认证具有向委员

会提供咨询意见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

议程中，对中国民俗学会提出的向委

员会提供咨询意见地位申请材料进行

了认证复核。根据《公约》要求，政府

间委员会向缔约国大会提出认证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确有专长的非政府

组织具有向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地位

的建议。推荐建议由委员会在每年召

开的常会上提出；复核认证则在每两

年一届的缔约国大会上完成。

根据 2010 年 11 月委员会第五届

常会决议推荐和 2011 年 11 月的委员

会第六届常会决议的推荐，政府间委

员会提请本届大会进行认证复核的非

政府组织共有 59 个。中国民俗学会

2011 年 6 月正式向教科文组织《公约》

秘书处提交申请材料，当年 7 月 7 日收

到秘书处的申请接收确认函，并于 11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委员会

第六届常会上通过资格认证评审，得

到委员会的推荐。

巴黎时间 6 月 7 日，在缔约国大会

第四届会议上，中国民俗学会和总部

设在北京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

申请获得通过，获得向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

地位。2010 年 6 月，缔约国大会在第

三届会议上对政府间委员会推荐的

97 个组织进行了认证，中国工艺美术

学 会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史 学 会 名 列 其

中。在已通过认证的两批 156 个非政

府组织咨询机构中，中国及总部位于

中国、获得委员会推荐并经缔约国大

会复核批准的学术团体已有 4 家。

赴巴黎参加本届缔约国大会第四

届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专家、中国

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研究员认为，

被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咨询机构，从而

获得向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

地位，是中国民俗学会发展进程中具

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不仅表明中国

民俗学会作为专业学术团体，在多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定领域所具有的能

力、专业知识和经验得到了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充分认

可，也意味着中国民俗学界近年来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学术实践和

工作成绩，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肯定。

朝戈金说，中国民俗学会通过教

科文组织资质认证，正值我国第七个

“文化遗产日”到来，学会将进一步运

用好教科文组织和政府间委员会提供

的这一平台，学会正式进入委员会专

业咨询机构库后，将在推广《公约》精

神、参与地方和国家及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为相关利益方的非

遗保护实践及策略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保护

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家园，贡

献中国民俗学界的专业知识、集体智

慧和团队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四届会

议召开前夕，由法国世界文化之家和

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

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论坛的第

一届双年度会议———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6

月 3 日在世界文化之家举行。

除了来自法国、荷兰、土耳其、摩

洛哥、爱沙尼亚、比利时、巴西、塞内加

尔、日本、南非和意大利的与会者外，

还有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

非政府组织代表列席了本届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者论坛，参与有关话题的

讨论。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研究

员等前往巴黎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

会第四届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

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就非遗保护

工作与学术研究的问题设计等，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了交流。

文 慧中国民俗学会与国际非遗合作

参加“欢乐春节”活动的中国艺术团在泰国普吉岛街头的巡游和表演令当地民众和游客瞩目。 摄影/谌强

学中文的泰国少年。 摄影/谌强 中国和泰国两国艺术家在“欢乐春节”活动中一起演奏乐曲。摄影/谌强

由北京大学携手两岸四地多所著名高校和教育机构
共同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工程近日在北京大
学启动，旨在通过著名大学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各方力量，
协助政府推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全民参与、加大
代表性项目保护和推广力度、推进基层保护工作队伍建
设、整合社会保护力量、加强非遗教育传承体系大格局。

据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工程内容包括：设立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协助文化部开展相关学
术研究、宣传、推广、展示、演出、传习、生产性保护等工
作；筹组两岸四地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
联盟；建立非遗展览中心，提升非遗生产性项目保护与展
示工作；加强国际交流与推广，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
独具特色的文化；编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系》；筹设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基金会等。

推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未 名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在北京大学挂牌。

关 注

沙雪散汉字书法学以致用
郭翠苑

田 野

文化遗产明珠京剧元宵戏
任国征

京剧元宵节题材的传统剧目京剧元宵戏，戏词精美考
究，极富文化内涵，同时又可还原历史上的元宵风俗，堪
称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明珠。从传承至今的大约 500出
传统剧目中进行查找，京剧里春节戏很少，元宵戏也只有
大约10出。元宵戏题材广泛，涵盖神话戏、灾难戏和爱情
戏等等；角色全面，生旦净丑都有，西皮、二黄和四平调唱
腔全部具备；背景集中，几乎全部都与元宵习俗有关。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说“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
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创新对
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从这两个意义上
讲，京剧元宵戏既能使我们从古老的京剧艺术中来探讨
我们悠久的节日文化，又能使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时，找
到新的方式和载体。我们应给予京剧元宵戏足够重视。

京剧元宵戏中常有闹花灯的故事。闹花灯是最重要
的元宵习俗，京剧对此有不少体现，如宫廷戏《打龙袍》，
裘盛戎扮演的包拯所唱“万岁爷准了我的本，免得国太受
苦情。午门巧办花灯彩，暗地打动有道君。”李后所唱“好
一个忠良小包拯，你为哀家巧办花灯。”民家戏《春灯谜》
中，梅兰芳扮演的韦影娘所唱“皇陵庙内把香进，狂风吹
散我母子离分。多蒙夫人救奴的性命，容当来世答报
恩。皇陵庙内去看灯，偶遇着兄长问姓名。”

京剧元宵戏中常有游园赏梅。梅花是我国冬季最重
要的花卉，文化象征意义深厚，京剧紧扣这一文化元素。
如悲剧《元宵迷》中，荀慧生扮演的吕昭华的念白“只因元
宵佳节，我与秀英妹妹同游花园，不想爹爹大发雷霆，将
郭公子赶出府去，又逼我自尽。”再如神话戏《碧波仙子》
中鲤鱼精的西皮唱腔“相约二更花园等，又谁知爹娘来赏
梅林；指望爹娘早回转，又谁知赏梅花就赏到黄昏。”

京剧也经常表现我国悠久的酒文化，但在京剧元宵戏
中，却全是饮酒狂欢、因酒引祸的情节。如周信芳扮演的
徐策在《徐策跑城》里的高拨子唱腔“薛刚在洋河把酒戒，
他爹娘生辰把酒开。三杯入肚出府外，惹下塌天大祸
灾。”再如他的另一出《法场换子》里的二黄唱腔“恨薛刚
小奴才不如禽兽，吃醉了酒全不顾满面含羞。”

花灯阵这种风俗现在已基本在元宵节绝迹了，但新编
历史剧《凤凰二乔》却再现了摆花灯阵这种习俗，是有益
的尝试。剧中乔玄西皮唱腔：“这才是一言解冻春风暖，
花灯阵摆出个人月双圆。和风如意笑颜开，心心相印慕
英才。二位将军为媒证，人月双圆凤凰台。”本是喜剧开
始，却以残酷的战争收场。这是唯一的新编元宵戏。

耐人寻味的是，在正月十五闹花灯喜气洋洋的气氛
里，元宵戏都是悲剧离奇的剧情。马派名剧《清风亭》中
的二黄原板“产生在正月间纪年癸亥，十五日酉时正降生
下来。”又如裘派名剧《探阴山》中的反二黄原板“贼李保
贪财好色，诓奴到喜鹊桥边，掠去我锦绣的绫罗、头上的
簪环，害奴我命丧黄泉。”

京剧元宵戏总是离奇的悲剧，为什么？作为传统戏曲
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沙雪散汉字书法展近日在中国书法院展览馆举行，生
动展现了沙雪散和他的汉字堂在汉字书法学以致用和生
活化方面的不懈追求。沙雪散先后师从戴晓峰、戴公正先
生，四十年来较全面地继承了身、心、意、力、气合一和文
武同修的汉字书法功夫，并在二十余年的教学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经验，提纯了汉字书法“立本、立德、立
心、力行、实用”的学以致用的课程，初步完成了汉字书法
教学与日常生活实用及育德良才的学术框架，使古老的汉
字书法获得了在现代生活中传承的必要条件，创新了汉字
书法在教学与实用等方面的方式与方法。沙雪散汉字书
法展的作品朴实无华，基本涵盖了汉字演变过程中的绝大
部分字体，也有沙雪散自创的“立体书”书体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