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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接受新报采访 谈春节“申遗”成功

多少年的希望成为现实！

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又
叫农历年，俗称“过年”，一般意义上，从
腊八或小年开始到元宵节都叫过年。

春节是中国内涵最为深厚、内容最
为丰富、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
的传统节日。随着海外传播范围的日
趋扩大，春节已成为被世界普遍接受、
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

对于此次春节“申遗”成功，著名作
家、文化学者冯骥才接受新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春节‘申遗’成功 ，多少年的希
望成为现实，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冯骥才表示：“春节是中华民族伟
大的文化创造，它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
神追求和生活情感。当它成为‘人类的
瑰宝’后，一定会有助于提高外国朋友
对中国的认知与友好，增添我们自身的
文化自信与凝聚力，加深春节文化的传
承与节日幸福。”

2006年，春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冯骥才曾经于《人民
日报》撰文表示：“艺术遗产传承者是艺
人，节日遗产传承者是全民。对于春
节，对于年，我们只能加强它，不能简化
它、淡化它。”

冯骥才在文章中写道：“年是在数
千年历史中经过长期创造、选择和积淀
而成的，大量密集的民俗如五彩缤纷的
节日活动、难以数计的吉祥图案，共同
构筑起年的理想主义景象。它既有视
觉的（颜色与图像）、听觉的（鞭炮声与
拜年声），又有味觉的（应时食品）、嗅觉

的（香火和火药），年文化占有我们所有
感官直至心灵，并深深留在我们民族记
忆里。由此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化不在
于用金钱造势，而在于是否浸入人的心
灵和血液之中。”

春节不是简单的合家团聚，请客吃
饭。冯骥才认为：“年俗是年文化的具
体载体。人为地简化或淡化年俗，是文
化上的怠慢与缺失。以除夕来说，除了
年夜饭，还有许多传统活动应在这一天
进行。”

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节日，
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传统节日。
为了守护民族的传统，冯骥才认为，春
节年味儿的营造需要各方的努力，“只
有在活生生的美好地参与和体验中，春
节才永远是我们民族活着的财富，人民
才永远享有它。”

春节饱含着中国人对生活的向往
与祝福。冯骥才说：“在春节，繁衍了五
千年的中国人，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他
又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平安便是
福！每至年深，展望未来，不管口中吉
语多么缤纷辉煌，内心深处却企盼着逢
凶化吉，消灾祛病，化危为安；对自己也
对别人，深深道上一句：终岁平安！”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官网公布的文件中，有一份冯骥才的
推荐材料（专家知情同意证明）。在文
中，冯骥才讲了自己对于春节的理解。
他为年画等春节遗产的保护和弘扬做
了大量工作，当年“春节除夕放假”的提

案也是冯骥才提的。
今年9月，冯骥才的理论著作《非

遗学原理》出版，这部作品不仅是冯先
生二十多年非遗保护思考与实践的结
晶，更是中国非遗学科建设的开山之
作、奠基之作。本书系统梳理了非遗学
的起源、立场、使命与特征等，阐述了非
遗学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为非遗保
护、传承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同时也为世界的非遗事业提供了宝贵
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冯先生在知情同意证明中提到的
木版年画艺术，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
间文化创造，其中蕴含着珍贵的人文和
艺术精髓，也传诵着许许多多生动的
民间传说、民俗故事。由天津大学冯
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
究中心作为艺术指导的故事作品《年
画传奇》，今年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出。 新报记者王轶斐

图片由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提供

“我宣布，委员会决定19.COM 7.
b.29通过！”木槌敲下，发出清脆声响，
掌声随之响起。

当地时间 12 月 4 日 11 时 14 分
许，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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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结果公布，年味十足的旋律
响彻会场，春节文化符号占据会场大
屏：春联、舞龙、中国结等元素轮流登
场，现场顿时喜气洋洋。

乐声渐息，现场数十个国家代表
起身，来到中国代表团席前握手祝
贺。一些代表甚至能用流利的中文说

“春节快乐”。我方的回礼也颇有“年
味儿”——装着福卡的红包，寓意将春
节申遗成功的欢乐分享给更多人。

本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南希·奥
韦拉尔对新华社记者说，祝贺春节申
遗成功，祝贺中国人民。中华文明悠
久而灿烂，中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
为许多国家树立榜样。

还有一个多月，乙巳蛇年春节就
要到了。会议现场，中国代表向各国
朋友发出邀约：“欢迎大家到中国体验
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 据新华社电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36项（列入年份）

昆曲（2008年）
古琴艺术（2008年）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8年）
蒙古族长调民歌（2008年）
中国篆刻（2009年）
中国雕版印刷技艺（2009年）
中国书法（2009年）
中国剪纸（2009年）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

（2009年）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2009年）
端午节（2009年）
中国朝鲜族农乐舞（2009年）
妈祖信俗（列入年份 2009年）
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2009年）
南音（2009年）
热贡艺术（2009年）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09年）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2009年）
宣纸传统制作技艺（2009年）
西安鼓乐（2009年）
粤剧（2009年）
花儿（2009年）
玛纳斯（2009年）
格萨（斯）尔（2009年）
侗族大歌（2009年）
藏戏（2009年）
中医针灸（2010年）
京剧（2010年）
中国皮影戏（2011年）
中国珠算（2013年）
二十四节气（2016年）
藏医药浴法（2018年）
太极拳（2020年）
送王船（2020年）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2022年）
春节（2024年）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7项（列入年份）

羌年（2009年）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2009年）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2009年）
麦西热甫（2010年）
中 国 水 密 隔 舱 福 船 制 造 技 艺

（2010年）
中国活字印刷术（2010年）
赫哲族伊玛堪（2011年）

▼优秀实践名册1项（列入年份）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
（2012年）

盘点：

我国已有44个项目“入列”

北京时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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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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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春节“申遗”成功，著名作家、文

化学者冯骥才难掩喜悦之情，他兴奋地表示：多少年的希望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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