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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春节，我们会想起每年从腊月二十三起，人们开始打
扫房子，贴春联和年画，储备粮食并准备食物。除夕夜，一家
人聚在一起吃饭，熬夜迎接新年。在节日期间，人们穿着新衣
服，祭天地和祖先，并向长辈、亲戚、朋友和邻居致以新年的问
候……这些，或许是每个中国人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

“春节”为何能成为赓续不绝、历久弥新的文化符号？该
遗产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中华文明
有何意义，又将如何影响世界？

中华民族第一大节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老百

姓说“过年”。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变迁，中华民族的第一大
节——春节，积淀了十分丰富的习俗活动和文化内涵。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微表示，
过年就是围绕辞旧迎新这一农历新年节点的实践过程，寄托
了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国情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经
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罗微：春节围绕着送冬迎春、辞旧迎新、祈福纳祥、团圆和
谐的节日文化主题在全国广泛实践。

回家过年，蕴含着中国人团圆美满的家庭观念；贴福字、
贴春联、贴年画，表达着中国人对吉祥美好的精神追求；置办
年货，体现着中国人丰俭有度的生活态度；祭祖敬先，彰显着
中国人的人世伦理；亲朋拜年，呈现着人际的和谐互动；社火、
灯会，表现出中国人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

全国性全民性的法定节假日
我国将除夕、春节列为法定节假日，全国性、全民性的实

践就有更新的时空意义了。
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内容最为丰富、参与人数最

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传统节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
学民俗学系教授萧放认为，以辞年礼俗、团年礼俗、拜年庆贺
与迎春礼俗组成的年俗长卷，绘就了春节独特的文化风景

线。它不仅凝聚着亿万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同时寄寓着中华
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全世界华人的情感纽带
每逢春节前后，全世界华人都会围绕着辞旧迎新、祈福纳

祥、团圆和谐的主题欢庆这一佳节。数千年来，春节不断维系
和强化着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情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绵延赓
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微认为，随着海外传播范围的日趋扩
大，春节已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

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特别礼物
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是我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缔约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日益
提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和履约能力。

罗微：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国际一级开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它重在扩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
的角度促进对话。因此，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能够直观体现缔约国履约能力
和水平。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能够充
分说明中华文明绵延赓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
强大生命力。

萧放表示，“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增进海内外中
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萧放：春节作为人类非遗，让人类共享我们优秀的传统文
化，人类非遗选定春节，春节也更好地为世界人民做出它的文
化贡献，我想这是中国在当代奉献给世界的一个特别的礼物。

春节，作为中国人的传统新年，正以承古创新的生命力，
接力书写中华民族崇敬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族价值
观。罗微表示，申遗工作也将不断更新、开放包容的春节文
化，为春节的传承持续赋能。

据成都商报、央广网、新华社等

昆曲（列入年份2008年）
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起源于明代（公元14~17世纪）。
古琴艺术（列入年份2008年）
古琴是中国独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古琴在中国已有

3000多年的历史。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列入年份2008年）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

木卡姆的总称。
蒙古族长调民歌（列入年份2008年）
长调是一种与盛大庆典、节日仪式有关的表达方式，婚礼、乔迁新

居、婴儿降生、马驹标记等活动上，都能听到长调的演唱。
中国篆刻（列入年份2009年）
中国篆刻是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一

门独特的篆刻艺术。
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列入年份2009年）
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比活字印刷技艺早400多年。
中国书法（列入年份2009年）
中国剪纸（列入年份2009年）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列入年份2009年）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列入年份2009年）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存续着中国皇家织造的传统，是中国织锦技艺
最高水平的代表。

端午节（列入年份2009年）
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列入年份2009年）
妈祖信俗（列入年份2009年）
该信俗传播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承至今。
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列入年份2009年）
呼麦是蒙古族人创造的一种神奇的歌唱艺术。
南音（列入年份2009年）
南音是集唱、奏于一体的表演艺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

种之一。
热贡艺术（列入年份2009年）
热贡艺术主要指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佛教造型艺术，是

藏传佛教的重要艺术流派。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年份2009年）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列入年份2009年）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至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
宣纸传统制作技艺（列入年份2009年）
西安鼓乐（列入年份2009年）
西安鼓乐是流传在西安及周边地区的鼓吹乐。
粤剧（列入年份2009年）
花儿（列入年份2009年）
花儿产生于明代初年（公元1368年前后），是流传在中国西

北部甘、青、宁三省（区）的民族共创共享的民歌。因歌词中把女
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

玛纳斯（列入年份2009年）
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传唱千年，是中国三大史诗之一。
格萨（斯）尔（列入年份2009年）
《格萨（斯）尔》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

叙事，史诗全面反映了藏族以及其他相关族群关于自然万物的经
验和知识。

侗族大歌（列入年份2009年）
侗族大歌是无伴奏、无指挥的侗族民间多声部民歌的总称。
藏戏（列入年份2009年）
藏戏是戴着面具、以歌舞演故事的藏族戏剧，形成于14世

纪，流传于青藏高原。
中医针灸（列入年份2010年）
京剧（列入年份2010年）
中国皮影戏（列入年份2011年）

中国珠算（列入年份2013年）
二十四节气（列入年份2016年）
藏医药浴法（列入年份2018年）
藏医药浴法，藏语称“泷沐”，是藏族人民调节身心

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太极拳（列入年份2020年）
送王船（列入年份2020年）
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

沿海地区的禳灾祈安仪式。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年份2022年）
春节（列入年份2024年）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列入年份2024年）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

造的一种纺织技艺。
羌年（列入年份2024年）
羌年是中国四川省羌族的传统节日，于每年农历

十月初一举行庆祝活动。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年份2024年）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是我
国内涵最深厚、内容最丰富、参与人数
最多、影响最广泛的传统节日。对全球
华人来说，春节为什么如此重要？“春
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义呢？我
们来听专家解读。

萧放：春节之所以被申请为人类非
遗，因为春节里蕴含了非常丰厚的历史
内涵和文化内涵。春节的一个特别价值
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情感的聚合，这是
一个巨大的凝聚力。春节是回家的节
日，我们对我们的祖先、先贤都要做纪
念，这里充分体现了一个历史的伦理价
值。同时，春节又是一个新旧时间的交接
点，是辞旧迎新的一个重要日子，它跟中国人
的时间更新意识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春节有家
庭的伦理、历史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是个综
合性的节日，所以它在中国的节日里非常特殊。

据介绍，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
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影响力正日益走向
世界。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春节视为
法定节假日，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
各种形式庆祝农历新年。春节所蕴含的和
平、和睦、和谐的文化精神，对全世界的影
响越来越大。

萧放：春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遗代表作名录，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
喜事，对世界人民来讲，也是把我们的优秀传
统文化分享给世界人民。春节每年也在向外
走，但是真正把它作为人类非遗的话，它的影响
力会更大，因为人类非遗强调这个项目的人类
性价值。从年前的腊八到正月十五，这几十天
里，中国人进入了一个非常祥和的状态，大家喜
气洋洋地过春节，体现了我们爱好和平、祥和的
氛围，营造的价值观对我们当代世界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第二个价值就是我们的春节和立
春相近，春节符合自然伦理的价值，跟生态和
谐的价值，对于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
见证。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
一系列重要成果。目前，我国共有44个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近年来，我国一大批体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
项目得到有效保护。

各级人大、政府积极推进非遗相关立法，
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部署了强化非遗系统性保护的重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作出部署。

通过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完善代
表性传承人制度、推进区域性整体保护，以及
加快传承体验设施建设，我国非遗保护传承
体系日益健全，传播普及水平不断提升，助力
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国
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
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包含3610个
子项）。认定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9万多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3068人。

中国春节 人类“非遗”
“春节”申遗成功有些什么重要意义？
春节这一文化符号何以赓续不绝，历久弥新？
我国世界“非遗”总数达44项，居世界第一
世界“非遗”总数第一，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12月4日，中国申报的“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4日
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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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是内涵最为深厚、内容最为丰

富、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中
国传统节日。每逢春节前后，全世界华
人都会围绕着辞旧迎新、祈福纳祥、团
圆和谐的主题欢庆这一佳节。数千年
来，春节不断维系和强化着个人、家庭
和国家的情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绵延
赓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海外传播
范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已成为世界普遍
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为中国人共享，在全国各地
广泛实践，寄托了中国人的人伦情感、
家国情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在促进家
庭和睦、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环境保护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遗产项目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对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2024年12月4日，我国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名册）项目共计44项，居世界第一。

这些非遗瑰宝你了解多少？我们
一起打卡。

值得收藏！
44项来自中国的
非遗瑰宝

麦西热甫

（列入年份2010年）

麦西热甫是维吾尔族人民文

化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承载者。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列入年份2010年）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发展

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它使具备水

密隔舱的海轮建造成为可能。

中国活字印刷术

（列入年份2010年）

中国的木活字印刷术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印刷技术之一。

赫哲族伊玛堪

（列入年份2011年）

伊玛堪是中国东北部赫哲族

人民世界观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

成部分。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9项）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4项）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

（列入年份2012年）

福建木偶戏是我国木偶表演艺

术的杰出代表，自公元十世纪始在

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

优秀实践名册（1项）

“春节”申遗成功
有些什么重要意义？

世界“非遗”总数第一
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春节这一文化符号 何以赓续不绝，历久弥新？

12月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评审现场，大屏幕播放春
节宣传视频。 新华社发

新闻纵深

昆曲昆曲

中国剪纸中国剪纸

京剧京剧

侗族大歌侗族大歌

太极拳太极拳

中国篆刻中国篆刻

古琴古琴

新疆维吾尔新疆维吾尔
木卡姆艺术木卡姆艺术

云锦云锦

中医针灸中医针灸

新华快讯 北京时间昨
天晚上，正在巴拉圭亚松森举
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第19届常会通过评审，决定
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
技艺”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国三项“非遗”转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