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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新时代我们更需坚定文化自信

浓浓粽香迎端午 传统文化润心田

端午节不仅清晰地记录着中华民族丰富
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
历史文化内涵。每到端午佳节，各种活动在
全国各地展开，节味浓郁、热闹喜气。正如歌
谣所说：五月五，是端阳；吃粽子，挂香囊；门
插艾，香满堂；龙舟下水喜洋洋。

端午节的传统风俗文化有很多，是集祈
福辟邪、欢庆娱乐和品尝美食为一体的民俗
大节，由来于上古先民择“飞龙在天”吉日拜
祭龙祖、祈福纳祥、辟邪攘灾。习俗主要有
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拜神祭祖、浸
龙舟水、吃龙舟饭、吃粽子、拴五彩线、佩香
囊等等。划龙舟活动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
十分盛行，传出国外后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还形成了国际比赛。端午食粽之习俗，自古
以来在中国各地盛行不衰，已成了中华民族
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
一。相传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立
的。古籍记载了屈原投江后，楚国人民为哀

悼他，便在每年端午以竹筒贮米投于水中祭
吊的事。屈原不仅是位杰出的爱国人士，在
文学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开创了楚辞，而
他的千古绝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至今仍像一盏明灯，照亮在所有自
强不息人的心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别具特色的民俗习
惯，那就是带葫芦、拴五色线。五色线又称五
彩线，端午节当天把彩色丝缕拴在小孩的手
腕、脚腕和脖颈上，相传可保佑孩子平安。这
种彩色丝缕要戴到“六月六”才把它剪下来，
丢进河里让水冲走。等到端午节这一天，大
人、小孩儿都戴上五彩线，走到一起时都会比
比看谁的更漂亮，颇有情趣。

传统的节日仪式与相关习俗活动寄托了
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端午节期
间通过各种传统民俗活动展演，既能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
统文化。

端午粽飘香，临近节日，记
者走访发现，不仅粽叶、糯米、红
豆等和粽子有关的食材热销，五
彩线、小葫芦在几个大型市场也
随处可见，不少商家更是开始了
新一轮的“趁节打折”，市场节味
渐浓。

在各个市场，粽子、端午挂
件等端午民俗物品，可以说是进
入销售冲刺阶段。连日来，记者
走访发现，目前销售的粽子品种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咸肉、蜜
枣、红豆等多种口味。记者留意
到，这些粽子礼盒并不单单只有
各色口味的粽子，有些还配有咸
鸭蛋、绿豆糕和松花蛋等附加商
品。而散装粽子主要按口味和
分量定价，礼盒装则根据包装样
式、粽子口味和其他搭配食品定
价。一些商家还推出很多有创
意包装的粽子，比如以龙舟形状
为外包装的龙舟粽，据商家说，这
种粽子凭借高颜值颇受年轻群
体欢迎。“我们家每年的粽子几乎
都是自己包，但一些特殊馅料的

粽子我们一般都会去市场买。
现在可选择的种类很多，而且一
年比一年新颖。”市民王女士说。

除了粽子以外，五彩线、香
包等也备受“青睐”，各个小摊位
也是人流涌动。走进东吉农贸
市场，一位商贩推着小车正售卖
着款式各异的五彩线，不时有人
打听价格。五彩线根据线的材
质、编织工艺的不同，价格也从1
元至3元不等。李女士一边挑选
五彩线和香包一边对记者说：“我
打算买几条五彩线和一些香包，
除了选择款式之外，我也很看重
香包里面的成分，要抓住过端午
节的机会带着孩子一起感受一
下中国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记
者走访中发现，像李女士这样给
孩子购买传统物件的家长初衷
大致相同，既给孩子们佩戴五彩
线、香包为孩子祈福纳吉，又想在
传统节日里通过这些细节让孩
子们多了解一些关于端午节的
传统习俗。可以说大街小巷都
洋溢着端午节的浓厚氛围。

节日氛围日益浓厚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我国拥有丰厚历史文化资源，是我们
进一步发展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雄厚基础。
在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受
不良思想文化侵袭，网络有害信息影响，个
别人丧失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外来
文化盲目崇拜和依赖，对民族文化却日渐
疏离，必须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所以，
我们要传承好民族文化，要让民族文化大
放异彩，坚定文化自信以提升文化软实力。

我们要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普及中弘
扬，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加强对优秀传统
文化思想、传统节日等资源的挖掘，维护民

族文化特色。其次，要立足基层，致力于构
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基层文化设施，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创新文化产品内容、形式。要把文化交
流、文化输出与文化保护结合起来，并推介
到世界各地，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
召力和影响力。“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过中国传统
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
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在国内外不同场合
的活动与讲话中，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
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文化自信前提是文化自觉，关键
是文化创新。传统节日，蕴藏着一个民族
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
是 以 文 化 创 新 ，形 塑 文 化 自 信 的 最 好 抓
手。从这个角度看，弘扬端午文化，正是为
了塑造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打造
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 新 竹 高 于 旧 竹 枝 ，全 凭 老 干 为 扶
持”。相信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
努力下，可以让传统文化遗产完好保留并
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我们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
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所以，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只是

“埋首故纸堆”，而是要让“收藏在禁
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唤醒我们血液中数千年流淌的
文化基因，真正实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

在当今多元的社会，传统文
化需要传承，在传承中别开生
面。因为现代化、全球化、信息
化，都可为传承文化端午提供新
的载体、创制新的手段、赋予新的
内涵。比如，立足对屈原的纪念、
发掘“诗人节”传统、读诗诵诗赛
诗、重塑“诗如海”的端午；借鉴电
商营销模式，网上摘粽叶、自助配
香包，实现“数字化”的端午；顺应

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东亚国家共
建共享端午文化，打造“走出去”
的端午。在这些方面，企业、媒
体、社会都可大有作为。

端午节的意义在于向死而生、
爱国之心、孝义理念等价值观，粽
子、龙舟、艾叶这些“符号”只是情
感载体，如果只是追求物质上的花
样翻新，节日就会失去凝聚力，变
得空洞。从这个角度看，继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代人不
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如何“打磨”
作为文化表达载体的传统节日。
继承以保持民族性，弘扬促使其现
代化，这样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才能
更加充满激情与热爱。传承中华
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
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
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
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
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幼儿宽容
礼让、感恩孝亲、文明守纪、诚实善良的良好
品质是幼儿教育良好发展的基础。为此，辽
源市龙山区礼德幼儿园秉承弘扬传统文化，
坚持以“大爱立园、和谐发展”为办园宗旨，借
助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开展了“中华传统节日
民俗体验”的主题活动，以顶鸡蛋、画彩蛋、“赛
龙舟”、拴五彩线、包粽子等一系列活动形式，
让孩子们生动地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习俗，
感受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

活动开始，教师带领幼儿选读有关端午节
的童谣、诗歌。由教师及家长带领幼儿制作节
日物品（葫芦等）并装饰教室，让幼儿及家长感
受节日气氛。之后，还设置幼儿亲手学包粽子
环节，虽然小朋友把粽子包得歪歪扭扭，但是

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无比认真，家长们看着也是
欢笑不断。而最具特色的活动就要数多名幼
儿合作的“划龙舟”比赛。孩子们站在龙舟里
一起绕过室内障碍物，每个“龙舟”里三人或多
人进行比赛，先到达终点的小组为胜。其他幼
儿做“拉拉队”。孩子们你追我赶充分体会到
集体活动的乐趣。

在健康快乐发展的教育理念下，有效拓
展活动形式和途径是教育的最佳手段。学校
把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和主
题活动之中，将传统文化与幼儿品德养成教
育有机结合，融入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中，用传
统文化的精髓熏陶孩子，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提升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品位，达到幼儿和园
所共同提高，共同成长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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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
雨垂垂重。祭忠魂、赛龙舟，五月
初五又端阳。过端午节是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也是中华民族
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而一系列的民
俗活动和发扬传统文化就成了我们端
午节的主要内容。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群众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越来越高。我国
于2008年将端午节设定为法定假日，
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传统节日的重视。
民族精神植根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中，
它能鲜活地体现在传统的民族节日

里。这对弘扬民族精神、保持民
族特色、增强民族凝聚力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感受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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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走进幼儿教育

传统文化也能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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