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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作为
中华民族第一大节的春节，是中华民族伟大

的文化创造，也是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
中华文化符号。

年的形成源于古人对季节、收成、天象、历法认识
的集成。人们通过祈福纳祥、送神扫尘、沐浴祛秽、祭
祀先祖、爆竹迎年等系列活动，告别过去、开启未来，
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追求。

年节是中国农业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一套崇尚自然

和约束自我的社会活动模式，它几乎渗透到不同社会
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对我国的哲学、经济、法律、文艺、
传统技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年节的文化符号有
许多。纪年生肖关联着人生，是中国人自然文化一体
化的世界认知系统；压岁包是中国人钱的民俗，使我们
社会不仅仅建立在金钱交易的概念上；对联、年画在文
人诗词、民间故事、楹联中仍保留至今；舞龙、舞狮、灯
笼、鞭炮体现了使人精神愉悦的“平静的激情”。元宵
节的饺子、汤圆，也使简单的“吃”蕴含了人文伦理的心
灵归属。可以说，年节文化包含了口承文学、历史传
说、生产技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节日庆典、组织制
度、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文化元素。

年节，中国人的文化胎记，是“俗世的神圣”，它负载
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情感聚合，人们的精神在亲情的浸
润交融之中得以升华。年节不仅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基
础——家族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的重要空间。

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年节是中国人最准时的生
物钟，回归故里、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拜年等，
构成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同时，年节蕴含了

“辞旧迎新”的文化内核、“阖家团圆”的情感归属和
“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

新年，是每个人意味深长的驿站，它让你在辞旧
迎新的欢愉中，去感受时光的魅力，然后，它又浩浩荡
荡地裹挟着你向前迈进。

巫少飞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文化副刊部记者 巫鹭工作室主持人

那一定会很好
江山市城北小学三（3）班 王济楚
小记者证号 D251364
指导老师 谢超霞

我是一片碧绿的叶子，在树枝上一日不停地
吸收阳光，喝足雨水。很快我就成长了不少。这
天，我看见一群小鸟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心想：“要
是我能飞起来，那一定会很好。”

我找来风娃娃，请他帮忙让我去天空。风娃
娃鼓气一吹，于是我就像长了翅膀似的，飞上天
空，直冲云霄。中途，大地向我微笑，白云跟我问
好，小鸟为我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曲儿。忽然，我看
到一艘艘小船在小溪里流动，要是我也能在小溪
里快乐玩耍，那一定会很好。于是我又请求风娃
娃让我飘到小溪里。我躺在水面上，多么凉快多
么舒服啊！过了很久，我也困了，要是能听到树妈
妈讲睡前故事，那一定会很好。我游啊游，又回到
了妈妈的身边，听着故事，美美地睡上一觉。

秋天来了。我看见其他植物都换上了新的衣
服，我也想要一件新衣服，于是风娃娃就给我吹来
一件金黄金黄的衣服。哇！我想，要是我穿着这
件衣服在夜晚数星星，那一定会很好！

我这样想着，
美得怎么睡也睡
不着。

冬日小游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悦溪校区
三（5）班 姚亦朵
小记者证号 H253018
指导老师 郑娟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初冬，
远远望去，一棵棵枫树聚在一起，好像一团团还没
有完全灭的火。

我们来到江滨，看到一位老爷爷在钓鱼。妹
妹走上前去，她入迷地看了好久。河面像一面镜
子一样美，我好不容易把妹妹叫了下来，她不舍地
陪我去捡梧桐树落在地上的叶子。叶子五颜六色
的，刚落在地上是绿色的，然后变成了黄色，最后
变成了橘红色。我和妹妹捡了很好看的叶子带回
家，也许做个树叶画不错呢！

沿着江滨往前走，我们来到一座塔。我们爬
上了三楼，上面有一座“金榜题名”的小木桥，于是
我上去行了一个作揖礼，因为我想考试都能一百
分，但愿梦想成真。

出了塔再走几十米到了水亭门，那里有一棵
爱心树，于是我和妹妹玩起了游戏。我躲在树的
后面，妹妹来追我。妈妈还给我们拍了一张和爱
心树的合影。

告别了爱心树，我们走在古城青石板铺的路
上。两旁的店铺古色古香，店主们招呼我们去买
小玩意。虽然我们十分想要，还是克制住了。妈
妈奖励我们一杯苹果汁，我们两个你一口我一口，
咕嘟咕嘟很快喝完了，苹果汁真美味呀，酸中带
甜，还冒着热气呢！

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虽然是冬天，水亭门移
来了许多花儿，它们争奇斗艳，花坛里盛开的三角
梅显得格外迷人。

时光匆匆，冬日小游接近尾声。真幸运身在江
南，冬日也能见到杨柳青青和层林尽染的景色。

水亭门
柯城区礼贤小学五（2）班 于淑然
小记者证号 H251749
指导老师 刘小琴

衢州水亭门，岁月的留痕。
古墙沉默，街巷幽深。
白日里，古韵悠悠诉说从前；
夜幕下，华灯映照繁华重现。
它是历史的画，文化的歌，
静静立在衢江边，入我梦间。

那年的雪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菱湖校区
三（7）班 姜歆柏
小记者证号 H250288
指导老师 柯欣茹

童年是一本看不完的大画册，每一个画面就
像一个个故事，一直在脑海里回应，其中最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在操场上堆雪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操场上银装素
裹。一到课间，我们迫不及待地冲到操场上，准备
开始我们的雪人大作战。

我们来到操场的一个空地，在上面滚了一个
大大的雪球。小王同学抱来一个圆溜溜的小雪
球，又把它放在大雪球上面，这样雪人的身体和脑
袋就好了。小龚同学去找了两根树枝，插在大雪
球的两边，作为雪人的手臂。我立马去捡了两颗
小石子把它镶嵌在脑袋上，然后又给它安上了鼻
子和嘴巴，这时雪人瞬间就活了。我们又觉得天
气太冷，于是决定给雪人穿一些保暖的装备。

就在我们沉浸在堆雪人的欢乐之中，突然小
田同学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冲过来，一脚把雪人踢
飞了，我们纷纷责怪他，于是一场激烈的雪仗就开
始了……

最后大家玩得气喘吁吁，身上都是雪白雪白
的，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

好怀念那次玩雪，也好期待今年的
雪可以早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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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城区实验小学一（2）班 童书琪
小记者证号 H252313
指导老师 吴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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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年 ：中国人的文化物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