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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再熟悉不过的传统佳节。小时

候对于“过年”的记忆，就是妈妈一定会给全家备上新衣，

家里也会提前购置年货、贴门神、挂对联、张灯结彩。年三

十晚上，全家一起“熬夜”辞旧迎新，磕头拿红包。接着，就

是跟随父母去给长辈们拜年，一路上父亲的步伐很快，我总

是一路小跑也跟不上……

　　但是加入春节申遗工作组之后，我才发现，“如何讲好春

节故事”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容易。可能是因为自小就对

“年味儿”太熟悉，反倒失去了“文化敏感性”吧。按照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要求的遗产项目申报要“假设无知”，也就是说，

要向并不了解春节的受众（尤其是国际社会）传递最基本的

讯息。如何讲好春节故事无疑是一种挑战。

　　2022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牵头成立了由社区代表、专家

和专业机构等组成的工作组，启动春节非遗申报准备工作，

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牵头组织申报材料

的编制工作。中国民俗学会于2012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

证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咨询机构，也曾作为

代表性群体全程参与过“二十四节气”的申遗工作。工作组聘

请了学会多位从事春节研究和非遗保护研究的民俗学者参

与春节申遗的论证工作，大家齐心协力，一同协助工作组稳

步推进申报材料的编制工作。我作为学会顾问也在所不辞，

深感荣光但责任重大。

　　然而，这次春节申遗与以往都有所不同。因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针对拟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编

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操作指南》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可持续发展”。为此，2023年1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秘书处更新了“代表作名录”申报表，其中针对列入标

准R.2提出了新的要求：“鼓励各缔约国参照操作指南第六

章，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并在表项2中设立了7个优先行动领域，为加强各

申报缔约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提供了一种更加综合的方

法，即以社区的视野和观照为基础，提交解释性文字说明和

支持性音像材料，确保遗产项目的保护和申报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作出贡献。

　　在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指导下，工作组迅

速采取行动，大范围、多方式搜集相关信息、数据和实例，最

终赢得时间，按时提交了内涵丰富、叙事生动、场景鲜活的视

像材料，以完整有力的支持性证据链传达了春节这一传统节

日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声音”，充分说明把春节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以下6个可持续发展行

动领域将作出来自中国的贡献：（1）粮食安全；（2）优质教育；

（3）性别平等；（4）包容性经济发展；（5）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包括气候变化）；（6）和平与社会凝聚力。

　　这里，先跟大家分享政府间委员会在其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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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尤其是针对春节如何助力可持续发展

目标所形成的如下评审意见——— 该遗产项目从多方面促进

了可持续发展。因其与粮食生产、加工和储存相关，从而有助

于粮食安全；作为一种正规教育资源，从而有助于优质教育；

其所产生的消费需求为社区提供了可持续生计和体面工作

的机会，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该遗产项目还促进了和谐、融

合、信任、包容、社会凝聚力与和平。此外，还通过提高认识行

动增强了环境的可持续性。

　　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次春节申遗的另一个重

要收获。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在其2024年工作报告中将

“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的整体申报材

料推荐为本年度“申报范例”。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藏医

药浴法——— 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

践”列入代表作名录时，其申报材料也被政府间委员会认定

为申报范例。

　　此次春节申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我们在现场

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年”的文化影响力，每一位成员都沉浸在

常会主席落槌“通过”时的欣喜，真切感受到各缔约国代表和

观察员对春节的喜爱和赞赏所带来的“文化震撼”。

　　现场还有一个小细节。政府代表团专门准备了红包形式

的推介材料———“福卡”，当相关缔约国代表和观察员排着长

队前来祝贺之际，得到的回馈是“满满的祝福”。

　　全程参与春节申遗工作，我个人也有很深的感触。那就

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好人类故事。截至目前，列

入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和优秀保护

实践已有788项，涉及150个国家。其中，与年节实践相关的遗

产项目共计27项。而春节无疑是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

文化间对话、助力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不但事关《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界定的“社会实践、仪式、节日活动”，

同时也构成“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

　　最后，还有一点，我希望关心非遗保护的读者都能知悉

并相互传递：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指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

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需要注意的

是，大家所熟悉的《世界遗产名录》所使用的“世界”二字不能

用于限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政府间委员会一再强调，

“世界非遗”“世界级非遗”“世界人类非遗”都是不当用词，需

要规避，并严肃对待。这也是我们从“人类性”的高度去理解

春节申遗成功的重要意义所在。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整理）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北京时间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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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申遗成功，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

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激发运用传统

节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

觉，赓续中华文脉；有利于增进中华儿女的文

化认同，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深化国际社会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全球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为世界文化多样性

贡献更多的中国色彩。

　　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优秀案例，不论是对

于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践行全球

文明倡议，还是对于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映射着中华

文明必将继续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在此次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之前，我国的端午节和二十四节

气分别在2009年和2016年被列入此名录。

　　就在春节申遗成功的第二天，北京时间

12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我国“羌年”“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

艺”三个非遗项目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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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春节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

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

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列入代表作名

录39项，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4项，入选优

秀保护实践名册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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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

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珠算、二十四节气、藏

医药浴法、太极拳、送王船、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等相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鲜明

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示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2024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成执法检查组于5月至9月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进行了

检查。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以来，全

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该法开展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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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深化非遗国际交流合作，进

一步推动非遗“走出去”，促进提升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效能，助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使非遗成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强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也是此

次执法检查的一个重点。

　　执法检查报告专门提出，加强宣传展示，

增强非遗传播力影响力。一方面，要创新传播

方式，拓展传播渠道，把宣传展示非遗深度融

入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文化惠民工程、文

明创建工程、全媒体传播工程和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中，推动非遗以人们喜闻乐见、广泛参

与的方式推广开来，拉近非遗与人民群众的

距离，增强非遗传播效能。

　　与此同时，要将非遗内容贯穿国民教育

始终。深入推进“非遗进校园”，将非遗有机融

入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文化知识教育、艺术教育和体育、社会实践教

育各环节。打造中小学非遗特色传承基地，加

强高校、职业院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

广泛开展非遗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支持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参与授课和教学科研。出版更多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非遗通识教

育读本。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报告还建议，加强非遗研究阐释。加强国

家非遗研究专业力量，建设国家级非遗研究

基地。加强对非遗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独特创

造、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方面的研究和宣

传，为推动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作出新贡献。

中国民俗学会非遗团队供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非遗法执法检查报告提出：

推动非遗“走出去”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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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长春春节节申申遗遗路路上上，，多多名名全全国国人人大大代代表表全全国国政政协协委委员员建建言言助助推推

““多多少少年年的的希希望望成成为为现现实实，，我我的的兴兴奋奋之之情情无无以以言言表表””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再有一个多月，人们将迎来第一个“非遗版”春

节——— 2025年蛇年。

　　北京时间12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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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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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的希望成为现实，我的兴奋之情无以言

表！”得知春节申遗成功的消息，著名作家、民进中央

原副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

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说。

　　“春节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创

造，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

情感。春节成为人类的瑰宝后，一定会

有助于增进外国朋友对中国的认知与

友好，增强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与凝聚

力，深化春节文化的传承与节日内涵。”

冯骥才说。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夏扬认

为，春节等传统节庆民俗是中华民族文

化最具典型的表达，是中华民

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外显

与依凭。春节申遗成功后，要进

一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传统节

庆民俗保护，通过立法明确将

春节等传统节庆设为假日、鼓

励商家和企业宣传节日、保护

相关知识产权以及规范具体名称的使用行为等，使得

传统节庆民俗保护工作更好地落到实处。

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

　　在冯骥才看来，春节是一年一度最重要、最期待、

最美好的节日。

　　春节期间，各种年俗连绵不绝，从庙会、社火、戏

剧、音乐、游艺，到年画、窗花、福字、春联、年夜饭等

等，不胜枚举。

　　“春节的习俗既有程序性和仪式感，也有人们即

兴的发挥。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与愿望，是春节民俗核

心的内容，比如幸福、平安、和睦、健康、圆满以及家庭

的团圆。为此，春节是熟悉和认知中国人最直接的文

化窗口，是最具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冯骥才说。

　　在冯骥才的工作中，春节一直是重点。

　　关于春节除夕放假的提案，得到国家的采纳；组

织了为期十年的年画普查，完成了所有重要年画产地

档案的采集和编制，建立了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和研

究中心；撰写大量关于春节价值的思辨性文章，主编

普及性的读物《我们的节日·春节》，写了许多关于春

节的散文和小说，在大学培养了许多研究春节文化与

艺术的研究生……30年来，对春节遗产的保护和弘扬

一直是冯骥才志愿的工作。

　　早在2010年，冯骥才就提出春节申遗的建议。当

时，他建议将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代表，“这样可以

提高全民对春节文化保护的自觉性，增强文化自信，

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感与亲和力，也可加强

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影响力和民族人文形象”。

　　14年后，心愿达成。

　　“如今，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源远流

长的传统节日，而且是全人类共享的节日和文化

了。”冯骥才说。

彰显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推动春节申遗的话题，在近些年的全国两会上多

次被提及。

　　201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鹤壁市财政局建设科科长袁江华呼吁，

尽快推动中国春节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

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力度。对此，建议设立

“中国春节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委员会”，

统筹调动全国各相关地区共同发力，完成中国春节

申报非遗任务。

　　202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河南

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委会主委张震宇提交了

《关于将春节申报为人类非遗代表作的提案》。张震宇

在提案中提出，作为我国的传统佳节，春节沉淀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道德整合功

能，也是维系华人精神的纽带。然而近年来，人们已经

鲜明地感受到传统年俗渐行渐远，春节越来越没有年

味。对此，建议将春节列入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预备名单，进而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遗产，以推动文

化强国战略的实施。

　　看到两年前的梦想照进现实，张震宇兴奋地说：

“春节申遗成功，彰显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张震宇看来，春节申遗成功，足以证明春节文

化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是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故事的重要契机。

　　“春节申遗成功后，要加强对春节文化资源的挖

掘，推动春节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建构符合时代的春节礼仪礼俗新形态。同

时，增强春节的国际影响力，把春节打造为海外了解

中国的重要窗口，让非遗得到更好传承。”张震宇说。

推进传统节庆民俗保护

　　“春节被联合国确定为假期和申遗成功，体现了

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展现了中华文

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联合国以严谨的议事过程、

严格设置的程序以及法律化的言语表达，使得结果

得到广泛认同并将得到有效贯彻。”夏扬说。

　　夏扬指出，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在面对

复杂的国际社会时，正是依靠共同遵守的法律规

范，才使开斋节、卫塞节、春节等传统各异、风俗差

别巨大的节日成为联合国假日。

　　夏扬介绍说，以法律规范风俗习惯，一直是我

国古代法的传统。早在夏商时期，我们便有了自己的

历法和节日。西汉时期，汉武帝所颁《太初历》将正月

初一正式定为新年的起始。国家颁布历法、祭祀新年

时有着严格的礼仪，这些礼仪被后代不断加以完善、

规范。正是这些活动的规范性和仪式性，使得节日更

具影响力，礼仪也因此落入民间，逐渐形成民间年俗。

　　我国民间年俗多与百姓生活有关。自宋代起，

年俗逐渐发展出除夕守岁、燃放爆竹等传统，这些

民俗后来被国家以法律加以规制，如唐宋时规定节

日不得肆意宰杀牲畜等。国家尊重民间善良风俗的

发展，但也以法律对明显背离主流价值观的节日活

动加以纠正，由此形成了风俗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

的互动关系。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方式的

转变，一些传统年俗，如“扫房子”“祭灶神”等逐渐远

离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景，“办年货”“穿新衣”等似乎

也不再有特别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在信息技术的推

动下，手机上抢红包等替代了传统压岁钱，短信贺岁

替代了传统拜年，看直播购物替代了逛大集。

　　“这启示我们，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正

视时代的发展。通过不断加强立法，以法律倡导移风

易俗，促使新民俗与传统风俗保护相伴而行，以法律

宣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引导人们更加重视传统文

化。”夏扬认为，法治是推进传统节庆民俗保护的最佳

方案和最有效途径。

  著名作家、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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