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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还有几天，又将迎来喜庆热闹的
中国年。

对于很多人来说，小时候的春节
意味着一身崭新的衣服，一堆平时见
不到的好吃的，一节好不容易挤上去
的车厢，一台不能错过的春晚，一挂
响彻天际的鞭炮，以及一盘妈妈包的
饺子。如今，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
裕，美味丰盛的大餐，想买就买的衣
物早已成为日常，当物质享受带来的
年味淡了，精神层面上对春节的需求
愈发凸显。正如冯骥才在 《过年书》
中所写的那样，“如果我们真的失却了
年的风俗，那就不仅仅是一顿年夜
饭，而是几千年创造的各个地域千差
万别灿烂缤纷的年文化，这里边还包
裹着我们民族对团圆、慈孝、和谐、
平安和幸福执着的精神追求。”

年味，在年夜饭里，在爆竹声
中，它藏在一张回家的车票里，更含
在一声声问候中。年味，是一个承载
着中华民族深厚情感与文化底蕴的词
汇，像《过年书》《春节简史：每个中
国人的节日之书》 这样的作品，把春
节蕴含的精神情感密码讲透。

人们在辞年、团年、拜年的礼俗
交往中，表达对祖先和天地自然的礼
敬，对家人、乡邻、师友的爱，温柔
敦厚的春节，显示了中华文化与生俱
来的和美特性。人间烟火、美好祈
愿，浓缩在一幅幅年画里。如今，张
贴年画的习俗已淡出人们的生活，而
年画的文化魅力仍闪耀着光芒。读

《年画传奇》，就像是在读一本妙趣横
生的民间故事集，这些故事与年画相
得益彰，也与许多古老的中华传统民
俗密切相关，也许缺乏贴年画的场
景，但是读懂年画，读懂其中蕴含的
深厚文化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依然
是必要的。

小孩子总归是喜欢过年的，如何
给孩子讲明白过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我的春
节大书》《贴春联》这类童书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全景式展现热
闹的春节场景，还是从一个习俗讲
起，这些书尝试营造出可看、可听、
可玩的互动场景，不仅唤醒了大人和
孩子对过年的期待，还在孩子心中种
下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让
小读者们体会到亲情与分享的价值。

书里的
年味正浓
□韩萌萌

春节，在中华文明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过年，过的是辞旧迎新，过的是热闹团圆，以春节为

代表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从儿时起，我们一边唱着“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的民谣，一边掰着指头盼着穿新衣、年夜饭和大红包。过年的习俗中不仅融入了

天文、物候，更饱含着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思想精华。

接连迎来南北方小年，春节的序幕已经拉开，让我们从书中探寻春节产生的深远影响。长假

期间，在走亲访友、外出游玩的同时，读者也不妨从这些书中感受春节带给我们的喜庆祥和，换一

个角度发现春节的情感之美、艺术之美和思想之美。

2024 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
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春节申遗成功，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的重要里程碑。作为春节申遗的推荐
者，作家冯骥才编著的《过年书》（作
家出版社）日前出版。

“在中国人过的所有传统节日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具生活情感与生活理
想的节日。没有任何节日像春节一样包
含中国人那么多精神、心理、追求、性
情、偏爱，因而春节最能讲好中国故
事。它就像一把钥匙——只要一进入春
节，就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了。作为
一名作家，我控制不住地想要写出这股
生活的劲头。作为一名民间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者，我更感到应该好好传播春节
文化。”冯骥才说。《过年书》分为“年
的感怀”“年的沉思”“年的艺术”“年
的思辨”“年的话语”5 个部分，收录
了 《守岁》《花脸》《春节八事》 等 50

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和访谈，并配以
30 余张彩图，从春节回忆、春节习
俗、对春节相关非遗的抢救，到对春节
的思考和展望，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
内涵，可以说是了解春节的入门读物，
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绝佳读本。

《过年书》 一书对春节的独特意
义、价值、内涵与性质的开掘，在传承
和弘扬春节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
仅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春节的历史和
文化，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一个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

古往今来，围绕春节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节日习俗，熬腊八粥、小年祭灶、
除尘布新、准备年夜饭……每一年，中
国人都精心完成着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活
动，欢天喜地迈入新年。《春节简史：
每个中国人的节日之书》（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总社）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的
基础上，捋清了春节的源起、发展及迁
演脉络，提纲挈领地记述了与春节有关
的风俗、人情、文化演变、民间传说
等，民俗专家张志春依照时间顺序，介
绍全国各地从冬至到元宵节的风俗礼
仪，以细腻的文笔记录了各族人民欢度
春节的热闹场景。跟随这些文字，读者
走进四川成都春熙路的“百年金街”、
福建厦门的“闽鲁家庭”，一起去湖北
红安农村感受“拜跑年”，到山西忻州
感受古城人文魅力，赴吉林梅河口看东
北年俗变迁，在苏州品味江南过年美
食，去郑州感受中原大地的新年民俗
……天南地北、城市乡村、吃食礼节、
传统现代，尽在一个团团圆圆红红火火

的中国年里。在这本写给“每个中国人
的节日之书”中，我们读懂了中华民族
特有的道德情感和人文追求，感受到春
节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以及生生不息
的文化传承。

春节是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聚合，亿
万人的春运则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文
化景观，充分体现了春节所承载的巨
大情感力量。“回家过年”“阖家团
圆”的执着追求，承载了太多人的儿
女情长和悲欢离合，也承载着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春运，既是一次
全民的大迁徙，也是一次情感的交融
与汇聚。《春运（1954—2024）》（中
华书局） 以影像方式回望过去 70 年中
国人过春节的节奏、方式，出行的频
率、人次，出行的时间、目的地等。从
早期太原站女运转车车长的工作场景到
无锡汽车客运站的繁忙景象，从吉林市
蛟河火车站的拥挤人群到海口市秀英港
码头的车辆滞留……这些画面记录了春
运的变化，勾勒出一幅中国人春节回家
与出行并行交错的社会图景，展现了中
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真实反映了中国人
在春运中的精神面貌和情感世界，见
证了从 1954—2024 年中国社会的沧桑
巨变。正如该书主编杨登峰所言：“我
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光
影的长河中溯源而上，重拾那些被岁
月遗落的温情碎片，通过一幅幅珍贵
的影像，记录下时代的印记，感受先
辈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坚实足迹，
让这段历史能够成为国人心中永不磨
灭的记忆。”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

年画作为春节的文化符号，承载着
一代代中国人的年味记忆，是“贴在墙上
的风土人情”。《中国年画史》（湖北美术
出版社）由已故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
术学院教授薄松年撰写，他的学生、天津
美术学院副教授姜彦文整理。该书近
30万字、收录350余幅经典年画，梳理了
年画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以及年画
背后的民俗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为我
们徐徐铺开生动而鲜活的世俗风情画
卷，再次唤起我们对年画和年俗的记忆。

薄松年在《中国年画史》一书中阐
述：“传统年画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和理想，它肯定生活，歌颂劳动，充满对
美好理想的向往和鲜明的乐观主义精
神。民间年画的表现手法也极为活泼自
由，它从不单纯卖弄技巧，但适度的夸张
变形，鲜亮的色调搭配，千变万化的章
法，妙趣横生的构思，炽烈的生活气息，
都与内容较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予人
以艺术感染力。”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
年画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薄松年
也在书中留下一个问题：春节是中国普
天同庆的隆重节日，年画还有没有可能

以新的形式和面貌新生呢？近年来，一
大批雅俗共赏的新年画作品，吸引人们

“赏年画，过大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
力，读懂乡土中国的意蕴。

越来越多讲解年画的图书问世，越
来越多的读者在阅读中认识年画，爱上
年画，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年
画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中精选
了120多幅年画，来自包括杨柳青、桃花
坞、杨家埠等著名的年画产地，每一幅都
是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
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数据库等权威机构
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些年画不仅美
观，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冯骥才
多年来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国民间年画
艺术，他收集的年画作品如同璀璨星河，
而《年画传奇》中的年画正是这些星河中
的明珠。该书中有 40 多个年画里的民
间故事，是从全国各地的民间故事中精
心挑选和编辑整理而成，分为历史传说、
神仙奇事、神奇动物三大类，比如什么是
二月二龙抬头？为什么过年要放爆竹？
为什么关羽被称为武财神？秦琼尉迟恭
为什么当门神？从这些故事中，读者可
以了解传统文化习俗和典故，从年画这
类民间创作的艺术品中，近距离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灿烂。

纸上乾坤大 画中岁月长

孩子们大都盼着过年，喜欢过年，家
长和孩子一起阅读关于春节的绘本等书
籍，可以让小读者们对春节有更深的体
会，让节日的精神价值更好地传承。

从腊月初一到正月十六，整整 46
天，《我的春节大书》（海豚出版社）用长
卷的形式，以时间为序，手把手带着小读
者度过一个仪式感满满的春节。如何布置
新年桌，怎么做一盏漂亮的小灯笼，怎么
腌制腊八蒜……每天都有安排，每天都有
讲究，每个活动都富含深意和智慧，7.68
米全景全彩手绘长卷，让过年的整个流程
清晰、直观地摆在我们面前，沉浸式感受
原汁原味中国年。

《我的春节大书》由“知”“行”两大
板块组成，全面生动地介绍和春节有关的
由来、习俗、禁忌、神话传说、民间故
事、童谣等传统文化常识，帮助孩子了解
那些年年过，却不知其所以然的春节习
俗，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魅力。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包含4个手工，22个
故事，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动手制作风
车、灯笼、旱船、高跷，一起唱歌谣、听
故事……在动手体验中触摸春节的温度，
增进亲子关系。用图文并茂、多元讲述的
方式，给孩子一种了解传统文化的全新形
式和颠覆性阅读体验。长卷的设计让过年
的整个流程从未如此清晰、直观地摆在我
们面前。

《贴春联》（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是一本表现春节传统民俗文化的绘本，也
是一个在日常对话中展现民间智慧与情感
温度的故事。书中的小宝在和爷爷贴春联
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贴春联这一看似简单
的活动，竟承载着更多的寓意。不同的春
联，代表着人们对过往一年的感恩与对新
一年美好生活的期许，展现出一种强烈的
文化认同感和家庭凝聚力。我们从书中不
仅了解到贴春联的方法，也理解了每一副
春联的文化寓意，特别是家长会意识到，
贴春联不仅是简单的亲子互动，更是对传
统的再现，对文化的传承。

让少年儿童在经典阅读中，感受优美
的文字，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培养
他们的语感，以及培养
根植于文化传统的世界
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致
有很大帮助。

传承节日精神价值

本期关注：春节主题图书

于书本中找寻春节记忆
□本报记者 韩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