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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不

仅凝结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已成为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生动案例之一。

在今年端午节媒体推出的相关策划和报道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报纸版面，还是新媒体产

品，相关策划以文化视野多角度挖掘端午节的内涵，以新闻视角多层次展示端午节的丰富元

素，通过特色化、诗意化、故事化等方式的呈现，不仅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还让广大公

众在乐享假日的同时，体悟传统民俗，感受文化魅力，更多触发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这些生动的案例也充分说明，媒体积极探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接，创新表达方式，通过

更好的传播效果，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品味浓情端午
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
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端午文化在世界上影响
广泛，尤其是汉字文化圈的诸国和地区也有
过端午的习惯。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
午节成为首个入选世界非遗名录的我国传统
节日。

吃粽子、赛龙舟、除五毒、插艾蒿、挂
菖蒲……端午节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彩
的民俗活动。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发现，在
这些文化习俗的流变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色
彩汇入。比如，我们能吃到各种创意口味的
粽子，在游戏世界里进行龙舟比赛，人们在
过节的同时，也赋予了古老端午习俗新的

“打开方式”，让传统节日“活”过来、文化
“潮”起来。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新鲜元
素的注入，让端午这一延绵2000 多年的节
俗传承不息。媒体的关注不仅让传统风俗为
更多人知晓理解，也促使更多人参与到体验
传统文化的活动中来。而文化一定是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绵延赓续，媒体为传
统文化赋予当代表达，在打捞、记录传统节
日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参与塑造我们民族
的心灵认同，承担着“兴文化”，为时代提
供精神滋养的使命。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同心，
是流淌于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在端午
节相关策划中，如何更好地厚植家国情怀，
凝聚前行力量，是主流媒体应该深入思考、
狠下功夫的方向。

传统节日像一颗撒在我们心中的种子，
被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在我们的记忆中蜿
蜒，沉淀为对国、对家朴素深沉的爱。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
统节日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
培养青年人的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
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在努力发挥
各自的优势，让端午文化历久弥新，让端午
文化与时代共鸣。

新传播格局下，媒体需要深化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既要突出文化定位，又要
体现新闻视角，敏锐地捕捉传统与现代的连
接点，凭借丰富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讲好
中国故事，为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精神，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作出自己的贡献。

突出文化传承
传播时代脉动
□韩萌萌

传世的文物、典籍、非遗技艺
等，是中华文明存续流传的载体。吃
粽子、插艾草、戴香囊、赛龙舟、荡
秋千……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
读传统文化、度过传统佳节。端午文
化里有悬艾草菖蒲、佩香囊等习俗。
这些文化活动承载了人们对生命、健
康、幸福生活的美好祝福和愿望。

传承好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底蕴就要找准它的时代韵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浏览
各大媒体的端午策划时发现，除了关
注端午节本身的文化基因，很多媒体
还将目光投向了与端午有关的各种文
化元素，或深度剖析，或生动介绍，形
式多样的策划与表达向读者展示出我
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名录传统节日的
更多“内核”。多角度认识端午节的过
程，也是感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尤其是
一些当地特有的端午元素，让很多人

对家乡的习俗也有了新的感触。
最常见的一个端午习俗要数赛龙

舟，这个当下火爆“出圈”的端午“必备
项目”在中国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
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州日报》在端午节当天以通
版的形式推出“龙船说‘船’说”特
别策划，以《龙舟传奇 百年传承》
为标题，探秘广东最古老的龙舟制造
和维修基地，唤醒了珠三角水乡人平
日沉睡着的“龙舟基因”。《广州日
报》全媒体记者兵分多路，深入迄今
已有140多年历史的龙舟制作技艺的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上漖村，透过记
者的文字让大家关注到，在简陋的厂
房中，不仅有“百年老号”，更有传
承了六代人的手艺人，以及如扎底

骨、制脚旁、上大旁、扎彩盘、钉花
旁、钉夹旁、扎龙缆、上油打磨等一
连串传统龙舟的制造工序。

《广州日报》的报道团队带大众
认识了一群即使在工作生活节奏越
来越快的当下，把“慢工出细活”
挂在嘴边，坚持“好的龙船急不
来”的匠人，他们在挥汗如雨、木
屑纷飞中，一锤一刀手工雕琢着龙
舟。特别策划让我们有机会看到龙
舟竞速背后的工匠，让我们明白了
龙舟制造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需要
一代代人的工匠精神。

无独有偶，当端午遇上非遗，会
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粽叶飘香之
际，中国日报社原创人物故事微纪录
栏目《好好生活·新青年季》推出第
三期《指尖守艺人》，走进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曹州面人传承人的守艺
生活。《新华日报》推出的特别策划

“我们的节日·端午”，聚焦独具江苏
地方特色的端午民俗。用一个个鲜活
的事例说明，江苏的端午民俗和端午
非遗，仍不断绽放时代光彩。从古至
今，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反映
在与端午民俗相关的非遗技艺上。文
章介绍了一批江苏“手艺人”，用他
们独具的匠心和长期的坚守，传承着
端午非遗项目，不断为这个古老节日
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各媒体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内涵，讲述着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
化自信。

展现非遗魅力 赓续文化基因

一个特定文化的形成，其背后一
定有诸多元素、符号组成的系统。粽
子、龙舟、艾草、彩绳，甚至包括屈
原构成端午文化的符号，这些符号共
同构建了端午的节日形象，也构筑了
人们对端午的共同记忆。如果我们把
端午节的历史浓缩到一张报纸上，
就会发现变的只是过节的形式，其
适应自然、祈福安康、爱国爱家的
文化内涵并没有改变。很多媒体也
抓住这个本质，借助新媒体手段，
讲好中国故事。

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民乐版《端
午很忙》，秒回唐朝端午现场。没有
手机的古人，端午也很忙。轻松有趣
的民乐烘托出一个既热闹又不失文雅
的氛围感，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的奇
妙结合，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有那味儿了！”，有网友在评论区留
言表示：“中国风最酷！”

端午节这一天中国人追先怀古，
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屈原道不尽
的哀叹，数千年来引得无数人为其惋
惜。光明网推出的叙事解谜类H5产
品《何在，端午旧梦记》让网友进入
游戏的世界，随着历史的波流解锁一
幅幅神秘画卷，逐渐翻开屈原曲折遭
遇的始末，通过应对各种挑战，寻找
困扰屈原的矛盾，帮助他走出困境，
这种出其不意的新媒体产品也正好戳
中了很多人的内心。

艾叶幽香、粽子清香。人民日报
微信和客户端等新媒体推出了各具特
色的端午壁纸和海报，哪怕隔着屏

幕，似乎也能感受到那沁人心脾的缕
缕芬芳。《中国日报》“视觉”推出的

“用艺术，品端午”，让读者从古画和
当代艺术家的笔下感受千百年来的端
午风物，深切体会到时空在变、形式

在变，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从
未改变。

不仅如此，端午节期间各平台充
分发挥内容优势和传播优势，通过知
识科普、风俗推介、短视频征集、线
上趣味比赛、话题讨论、直播互动等
形式丰富节日期间群众文化生活，让
广大网民度过一个有趣味、有记忆、
有意义的传统佳节。快手开展“古今
同乐端午风俗展示”活动，集纳古代
与现代的端午节风俗习惯，展示传统
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微博开设“端
午知多少”小课堂，与头部媒体共同
发起端午节日习俗科普，邀请多领域
大V等担任科普员，以视频、图片形
式，传播端午节饮食、地域人文风俗
等节庆文化。同时上线的还有“端午
龙舟赛”互动小游戏，让网民在轻松
愉悦中增强对传统风俗的认同感，在
春风化雨中传承中华文明基因。

优酷、抖音、快手、百度好看视
频等平台围绕“和满京城 奋进九
州”主题，开展“‘粽’享端午”

“端午·争流——和满京城 奋进九
州”等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网民通
过短视频记录分享自己的端午时刻，
引导拍客记录吃粽子、赛龙舟等端午
风俗习惯，用短视频讲述假日趣事、
非遗故事，展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
内涵，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打
造端午多元讨论热点。

构筑共同记忆 丰富展现形式

中华五千年文明自带流量密码。在端
午节这个重要的传统节日里，民众或是划
龙舟、包粽子、挂菖蒲、插艾蒿，或是参
加文艺活动、旅游打卡，以传统或时尚的
方式，传承人文力量，涵养家国情怀，展
现民族文化自信。多家主流媒体通过整版
报道、开设专栏以及头版重量级报道等形
式持续关注节日期间的各种文化活动，既
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儿、国际范儿。

《人民日报》 6 月 23 日在“假日生
活”版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整版展示龙
舟竞渡的风采和各地的龙舟风俗。从江西
赣州的章江上龙舟在碧波里破浪前行，到
广东东莞的女子龙舟队队员在赛后击水庆
祝，再到湖南永州道县的幼儿园小朋友兴
高采烈地参加趣味“龙舟赛”；从鸟瞰江
面龙舟如离弦之箭的盛况，到划手们奋力
劈波向前的场面，再到队员们兴奋激动的
表情，错落有致的图片搭配鲜活的文字，
于象于形，在字里行间展现赛龙舟这项悠
久的历史文化活动驶过时间长河，如今依
然鲜活无比。

《中国青年报》则耕植特色，聚焦青
年，在3版“中青视线”版面上，以“图
文+短视频”的方式报道了湾区青年飞桨
逐浪，“玩转”古老龙舟。通过报道可以
发现，这些踊跃参加龙舟竞渡的年轻人，
几乎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其中有教师、医
生、消防员、厨师、商人……出于对龙舟
的爱好走到了一起。而《这些大学生在龙
舟竞渡中领悟传承与成长》一文，通过采
访多位参加第11届中国大学生龙舟锦标
赛暨第2届昆明滇池国际龙舟争霸赛的队
员，龙舟比赛中乘风破浪的感觉、团队协
作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激起了年轻人
的热情。千年文化，在岁月洗礼下不断丰
富，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血脉。

《解放日报》在6月22日的头版刊发
《夏至端午拉手，非遗时尚碰撞》配图报
道，记录了申城连番上演的多彩活动，展
现了大家对端午节传统习俗的参与感越来
越强，参与的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

《浙江日报》 则推出 《@端午瞬间》
栏目，聚焦浙江省内各地欢度端午假期的
一个个精彩瞬间。其中《义乌：老外上阵
包粽子》一文报道了来自巴基斯坦、以色
列、印度等国家的10余名外国友人与5组
中国家庭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包粽子、
投壶、剪纸等传统民俗，感受中华文化之
美，约500字的内容不仅写出了“个个玩
得不亦乐乎”的现场感，更展现出越来越
多的外国友人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
入的了解和体验。

节日报道是新闻媒体常见的报道类型
之一。不得不说，很多时候媒体在节日报
道上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交作业式”
的报道让节日现场陷于千篇一律、千人一
面的无趣中，无法引发公众的兴趣，那么
文化传承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

从上面的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
传统节日的报道既要“捉活鱼”，又要肯
花心思探究热闹背后的文化根源、社会背
景，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历史视
野，更要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不竭动
力。只要媒体人秉持这样的态度，推出的
节日报道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的赓续，又能
展示人文情怀的温暖，为广大公众留下一
个充满欢乐和希望的佳节。

沿袭节日习俗
涵养家国情怀

中国日报社中国日报社《《好好生好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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