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瑰宝
——访宁夏社会科学院古籍文献研究所所长张万静

本报记者 束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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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自治
区党委部署要求，我们扎实推进‘百日攻坚’，推动党支部之间、党
员干部之间比干劲、比贡献、比突破，各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
将‘百日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全面落实自治区‘六盯六干’
要求，扎实做好扩大投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电力保供、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服务新能源及储能接入、加快电网工程建设等
工作……”12月16日，国网吴忠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激发国网吴忠供电公司广大党员干部投身
“百日攻坚战”的动力和活力，该公司党委组织党员，自下而上开
展“千百十一”主题实践，深化“三亮三比”活动，聚焦“千名职工看
党员”，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做出实绩承诺；聚焦“百名党员做示
范”，各党组织围绕党员责任区、示范岗、服务队创建，在工作场
所、施工现场教育引导党员主动亮身份、做出示范接受监督；聚焦

“十项任务推发展”，对照“百日攻坚”具体部署，找准切入点、发力
点，合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一面旗帜做引领”，党员干
部带头做到靠前抓、往前抓，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绩实效检验提升执行力，高效完成全年各
项重点工作任务。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临近全年工作收官，国网吴忠供电
公司坚持把岗位当战位，以干工作冲在前、转作风做在前、谋发展
想在前、带队伍抓在前的担当，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干成
事、干好事”中担当作为、加压奋进，锚定目标、攻坚冲刺，全力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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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带头在工作现场进行技术交流。

电力工人在建设重点项目配套电力设施。

电 力 工
人 在 变 电 站
检修设备。

电力工人进行高空电力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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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看待年俗文化？
张万静：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逐渐
发展演变而来，是一种群众共同参与
并形成的特殊的文化成果。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年节民
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之
一。年俗文化深深植根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凝结着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和民
族情感，优秀的年节民俗文化是提升文
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最佳载体。

记者：有资料显示，春节年俗文化
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初始阶
段。数千年来，年俗文化是如何传承
下来的？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张万静：千百年来，春节民俗文化
在春节这一特定的节日时空中得以传
承和弘扬。春节期间有丰富多彩的年
俗活动，尤其是社火，从腊月排练到正
月里的出游，贯穿节日始终，遍及城乡
各地，是春节年俗活动的最强音符。

随着时代的进步，更需要向青
少年传播传统年俗文化的魅力，让
青少年充分了解到传统年俗这一中
国传统文化财富，自觉地热爱、保
护和传承年俗文化。春节的社会价
值主要体现在内部的凝聚力、外部
的亲和力和家庭伦理道德的约束力
等 方 面 。 春 节 期 间 ，大 家 回 家 过
年、走亲访友，小到一个家庭，大到
整个社会，相同的习俗，普天同庆

的节日氛围，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
的内部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弘扬和传承年俗文化就是
对春节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
民族最盛大的节日。在宁夏各地，分
别有着怎样的年俗活动？

张万静：和全国多数省区一样，
宁夏年俗活动开始于腊月初八的

“腊八节”或腊月二十三“祭灶神”，
持续至正月十五，有些地方的庆祝
活动直到正月二十三“燎疳”或二月
二“龙抬头”后才算真正结束。

历史上，宁夏曾是我国移民迁徙最
频繁的地区之一。经过千百年的历史
变迁和往来交融，至明清以后，宁夏逐
渐形成以汉、回、蒙古、满族为主的民族
地区。宁夏的建制也历经多次变迁，曾
分属陕甘两省管辖。因此，春节民俗的
起源及传承，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陕、
甘地区的影响。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交
流，使宁夏的年节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受
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特点等因素影
响，春节年俗在宁夏北部平原地区、
中部山川相连地区和南部山区分布与
传承不尽相同。北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快，近年来兴起了一些新的年节习
俗，如灯节、自驾游、美食夜游等文旅
活动。以中卫市为代表的中部山川相

连地区，年俗活动呈现出持久、多样的
特点，有放河灯、元宵灯等年节活动。
地处宁夏南部的隆德县年俗活动丰富
多彩，乡土气息浓郁，比较完整系统地
保留着传统的年节习俗。如祭灶、灌
蜡、接纸、坐年夜、迎喜神、打字、高台
社火、马社火、社火游庄拜年、元宵节
做荞面灯盏、二月二围仓、换龙衣等。

记者：新时代，宁夏庆祝春节的
活动有了哪些变化？

张万静：在各民族团结共荣、文化
交融的进程中，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也
逐步进入到宁夏各族人民的生活中，
各地呈现出回汉群众共度春节、其乐
融融的和谐景象。如平罗县宝丰镇就
兴办起了社火队，当地回族群众成为
社火队的主要参与者，每年春节期间
都进行社火演出，连年不辍，在宁夏各
地年俗文化活动中独树一帜。

近年来，自治区文旅厅深入挖掘宁
夏各地的年俗内容，围绕文化艺术、公
共服务、非遗保护、休闲消费、冰雪旅
游、文博展览等方面，开发利用独具特
色、丰富多彩、旅游功能强大的春节年
俗旅游资源，打造横向一体、纵向贯通、
各级联动的“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主
题文化和旅游活动，发放文旅惠民消费
券，推动春节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让文化“火”起来、非遗“潮”
起来、城乡“热”起来、年味“浓”起来、市
场“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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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申遗成功，让中国年成为世界性的民俗节日。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为此，记者采访了
宁夏社会科学院古籍文献研究所所长张万静。

由 中 共 广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广 州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 主 导 ，广 东 粤 剧 促 进 会 承 办 的《粤 剧 表
演 艺 术 大 全》（以 下 简 称《大 全》）编 撰 工 作 近
日完成。

《大全》编撰历时 8 年，共分《做打卷》《唱念
卷》《音乐卷》《舞美卷》《剧目卷》5 卷，共计 4700
多 页、540 多 万 字、4000 多 帧 图 片、1.5 万 多 分 钟
视 频 和 1200 多 段 音 频 ，全 方 位 反 映 粤 剧 表 演 艺
术的整体面貌。《剧目卷》是全套丛书容量最大
的一卷。

《大全》汇聚了粤港澳桂地区及海外的粤剧艺
术家和相关机构，对粤剧表演艺术进行追根溯源
的集中挖掘和整理，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关于粤剧
粤曲的辞书、工具书、教科书。

（据《人民日报》）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
编撰完成

12 月 17 日，在重庆市江北区举行的 2024 中国（重
庆）丝绸时尚消费节现场，模特在展示丝绸制品。

当日，2024 中国（重庆）丝绸时尚消费节暨中国丝
绸大会在重庆市江北区开幕，吸引了全国 38 家丝绸企
业参展参会。此次活动将围绕丝绸文化传承与产业创
新，共同探讨丝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

据介绍，丝绸时尚消费节期间还将举行论坛研讨、
中式美学化妆造型宋锦秀、现场互动体验等多场活动，
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丝绸文化体验。

新华社发

张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