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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 1999 年的张晓丹，去年大学刚

毕业，就回到家乡丹寨，接手了妈妈的蜡染

小店。临近兔年春节，她以蜡染技艺制作的

兔子玩偶成为小店里的 C 位。“以前店里售

卖的蜡染产品比较传统，比如画作、被套，

我开发了一些新的品类，比如玩偶、包包、

T 恤，还会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希望在

春节吸引更多的年轻顾客。”

贵 州 省 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 丹 寨

县以非遗著称，拥有 8 项国家级（另有 22 项

省级、200 余项州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358 人，其中国家级 7 人。春节将至，丹寨

的非遗小店准备好了各类非遗产品，开门

迎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萧放

说，年是中国传统大节，是传统文化集中呈

现的时间，包括中华伦理文化、艺术审美文

化、民间口头传统、饮食文化等。年节是传

承与感受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是传统文

化与当代生活连接的重要时间节点。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一个有文

化味儿的年，是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随着

时代发展，年轻人用新的方式过大年，也为

年赋予新的文化。

走 出 去 ：Z 时 代 青 年 怎 么
过传统文化的年

最 近 ，中 国 东 方 演 艺 集 团 的“ 国 乐 华

章·梦 启 新 春 ——2023 新 春 国 风 音 乐 会 ”

在上海开启巡演。曾以一部《只此青绿》撩

起 无 数 观 众 对 传 统 文 化 热 爱 的“ 中 国 东

方 ”，这次的新春音乐会也以“国风 ”为要

素。音乐会特地选择《春江花月夜》《年兽》

《春节序曲》等节目，以春字开头，以春字结

尾，为观众带来春节祝福。

音 乐 会 在 上 海 的 首 场 演 出 邀 请 了 徐

涛、柳青瑶、郑瑀、川子等著名朗诵艺术家

和 青 年 音 乐 人 。曾 凭 借 一 首《兰 陵 王 入 阵

曲》琵琶曲全网播放量破亿的柳青瑶，带来

原创曲目——《忆·长安》《唐三彩》《兰陵王

入阵曲》。“3 首作品表现出 3 种不同的琵琶

语言，把观众带到古时候的长安、西域，在

琵 琶 声 中 看 到 骆 驼 载 着 的 乐 俑 ，吃 着 葡

萄、跳 着 舞 —— 对 ，就 是 这 样的感觉！”柳

青瑶说。

“在 Z 时代，我们以年轻观众的视角，

来创意整台音乐会，从舞台呈现和嘉宾及

作品，捕捉年轻人的喜好，把握年轻人的审

美，书写在时代体系之下，离他们更近一些

的文艺作品。”音乐会策划人陈娟说。

我们曾觉得新春音乐会是“舶来品”，

都是在阳历新年演奏交响乐；现在，春节去

看一场国风音乐会已成为一种新年俗。春

节期间，各类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文艺演

出不断档：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剧《敦煌》、

舞剧《文成公主》；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会

《泱泱国风》《宝藏国乐》；国家京剧院的春

节演出季从大年初一鸣锣开演。

春节出门去，除了看演出，还可以观展

览。截至 2021 年年底，中国有备案博物馆

6183 家，从故宫每年春节期间的一票难求

就知道，“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年轻人

的新选择。

你知道上世纪中国学术的“四大发现”

吗？那分别是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

遗书、明清内阁档案。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

长张志清介绍，国家典籍博物馆在 1 月开

幕“20 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将

四大文献荟萃一堂，溯源中国历史，探索中

华文脉。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主 办 的“ 癸 卯 金

安 —— 二 〇 二 三 新 春 展 ”，精 选 80 余 件

（套）馆藏文物，上起商代下迄 20 世纪初，

展现丰富多彩的兔文化、生肖文化、吉祥文

化和年文化。展览中，唐代的浅青釉褐斑瓷

兔与元代的青玉兔活灵活现，明代的白玉

双兔耳杯妙琢精治。

策展人高秀清介绍，在十二生肖之中，

兔寓有祥瑞吉兆之意。在各种工艺与美术

装饰之中，兔子纹饰常常代表前途似锦、人

丁兴旺和健康长寿，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

命的赞美和幸福生活的向往。

锣鼓响：到乡村过年是什
么样的体验

浙江衢州，103 场“村晚”正在进行中，

衢江全旺板凳龙、龙游湖镇硬头狮子、衢江

廿里腰鼓等传统民俗表演轮番上演。非遗

传统鼓乐《十番锣鼓》的 10 位表演者，平均

年龄 71 岁，其中最大的 79 岁，用不同的打

击乐器，打出一派喜庆。

辽 宁 省 北 票 市 大 三 家 镇 三 家 村 ，“ 村

晚”已经连续办了 6 年。总导演马云飞是一

名退役军人，打小喜欢文艺表演。2014 年，

马云飞在自家老宅创建了大三家镇第一个

文化大院，后来又开始建乡村文化广场、乡

村大舞台，积极举办群众文化活动。“把咱

身边人身边事搬上舞台的节目最受欢迎，

每年的演出都吸引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前

来观看。”马云飞说。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青海省互

助县五十镇班彦村、云南省腾冲市清水乡

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文化和旅游

部公共服务司副司长朱渤介绍，春节期间，

“村晚”遍布全国的村村寨寨，31 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 70 多个“村

晚”举办地。来自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

的各类村晚节目，承载乡音、凝聚乡情，传

承乡土文化。

萧放说，传统年节重视辞旧迎新的时间

过程，当代社会更重视团聚欢乐；传统社会

重视自然、社会与人整体的时间通过仪式，

当代社会更看重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调节。

乡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来处，家庭与

社会的关系在乡村有着最深的牵绊。土生

土长的丹寨人张晓丹，长大后到江苏上大

学，学的是经济类专业，也不是没想过留在

大城市，但最终选择回乡。“妈妈说，学了这

么多年，见了那么多世面，一定能把蜡染更

好地传承下去。一开始我觉得在桌子前一

坐一天一直画很枯燥，但渐渐发现了其中

的乐趣和文化。”

而乡村也在求新求变，以新的面貌期

待年轻人的归来。“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

个乡村，奔走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路上。”文化和旅游部资

源开发司一级巡视员王鹤云说。

2022 年 12 月 20 日 ，中 国 的 广 西 大 寨

村和重庆荆竹村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加上此前入选的浙

江余村和安徽西递村，我国已有 4 个乡村

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在春节长假，

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成为人们

的旅游目的地。

买 买 买 ：博 物 馆 文 创 、非
遗文创成新年货

盼过年的热情映射到生活就是准备年

货。据淘宝天猫搜索数据，文创国潮占据送

礼排行榜。近年来，蕴含更多文化内涵的新

年货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

中国人对吃一向认真，尤其在春节这

样重要的节令。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癸

卯迎春”主题下午茶，套餐包含“后母戊”青

铜方鼎红豆提拉米苏、兔首铜像牛奶巧克

力、粉彩过枝陶纹盘慕斯蛋糕、粉彩大吉葫

芦壁瓶榛子巧克力、白玉带扣杏仁樱桃蛋

糕，赋予古老文物以创意灵感。

故 宫 博 物 院 在 文 创 网 店 首 页 开 辟 了

“年礼专区”，呈上喜上眉梢如意茶具、万福

启祥小福礼、诸事如意披肩围巾，还有畅销

十余年的《故宫日历》；敦煌研究院出品的

笙歌纳福灯，将八角宫灯的形式与敦煌壁

画中的乐舞形象结合；苏州博物馆推出遇

兔 吉 祥 填 色 DIY 套 装 、芝 芝 瑞 兔 影 青 香

氛、大展宏兔迷你春联冰箱贴，将可爱的兔

兔元素进行到底；三星堆博物馆的祈福神

官手办，灵感来源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

立人、青铜戴冠纵目面具、铜神树等文物，

它们化身“祈福神官”，每一款内涵不同意

蕴，但都指向美好的祝福。

连大英博物馆都为中国顾客准备了春

节礼物，《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怀表兔，有

了袜子和手机壳；安德森猫和她的朋友们，

献上了糕点坚果礼盒。甚至还有一套新年

家饰礼盒，对联红包灯笼一应俱全，掐准了

中国人过春节的刚需。

春节、元宵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

节 日，也 是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与 春

节、元宵节相关的龙舞、狮舞、年画、剪纸、

灯会、庙会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有

200 多项。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

长李晓松表示，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要加

大传统工艺产品供给，为人民提供丰富的

节庆文化产品，“鼓励设立非遗产品销售专

区，开展非遗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支持传统

工艺进商场、进超市、进场站，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销售推广传统工艺产品”。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北京联

合大学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教师杨慧子，

创作了“新春剪纸小夜灯”“春节人胜剪纸

七巧板”等文创。“过年送礼首先是一种刚

需，无论送吃的喝的还是用的，都要有具体

的实用功能；其次年货礼物也要有个性，要

求新求趣，让收到的人能通过礼物感受到

特别的心意。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更有趣、

更有用的文创，就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杨慧子说，“其实不是文创成为年轻人生活

的必需品，而是有设计、有审美的产品，正

在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

1 月 15 日，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举办的迎春花市上，入选吉尼斯纪录的世界最大狮头吸引市民前来观看。 西樵镇宣传文体旅游办供图

过一个有文化味儿的年

杨慧子展示剪纸技艺与剪纸文创。 杨慧子供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癸卯迎春”主题下午茶。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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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精彩丰富的传统活动蕴含着相同的

文化与情怀，让我有了更多机会透过广州

了解大湾区，感悟传统文化，体验广府民

俗。”澳门青年刘延鑫说，这几年春节都

是留在广州，已经爱上这里了。

年廿四，开油镬；年廿八，洗邋遢；

年三十，行花街⋯⋯自成一派的“广府年

俗”是广府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临

近年关，逛花街、写挥春、做灯笼⋯⋯独

具广府特色的年俗活动在广州市青年文化

宫悉数登场，让在穗过年的港澳青年提前

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广 州 是 一 座 有 着 2000 多 年 历 史 的 古

城 ， 历 来 有 “ 花 城 ” 的 美 名 。 在 农 历 新

春，逛花街一直是花城独特的名片。春节

“行花街”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项传统

民俗，已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粤语中，“花”与“发”谐音，置办年花

则是为新年讨个“好意头”。

今年春节，广州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花

市“越秀西湖花市”与“广府庙会”恢复

线下举办，不仅老广们乐开了怀，连港澳

青年也抢先到花市打卡，行花街逛花市，

交流各种年花代表的好意头，例如金桔寓

意大吉大利、桃花寓意宏图大展、蝴蝶兰

寓意心想事成、黄金果寓意合家平安⋯⋯

北京路是广州建城所在地，历史文化

底蕴深 厚 ， 文 物 史 迹 资 源 丰 富 。 港 澳 青

年 们 参 观 了 千 年 古 道 、 千 年 古 楼 、 铜 壶

滴 漏 等 历 史 文 化 景 点 ， 以 及 广 州 非 遗 街

区 （北 京 路） 和 沿 街 老 字 号 、 非 遗 门 店

和非遗展位。

“ 花 城 有 爱 在 穗 过 年 ” 2023 年 在 穗

港澳青年新春同乐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写挥春、做灯笼等充满年味的新春民俗项

目体验，深受港澳青年欢迎，大家齐齐动

手 、 深 度 体 验 、 拍 照 打 卡 。 不 少 青 年 认

为，传统民俗项目作为文化载体，可看可

感可体验，如同精神纽带将三地青年紧密

相连，拉进彼此距离，促进交心交融。

现场，青联委员、港澳青年围坐在一

起包饺子、聊家常，分享穗港澳三地春节

的习俗，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饺子，畅谈

自己的新年期望，展望大湾区未来发展，

给祖国送上新春祝福。香港青年洪逸曦表

示，齐聚一堂包饺子，很有传统的趣味。

希望新的一年，自己可以更加深度参与大

湾区发展，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将大湾

区的美好展示给更多香港朋友。

在“福兔迎新 荔俗贺岁——2023 西

关民俗嘉年华”活动中，广州永庆坊重现

传统西关民俗。近 200 场形式多样的粤剧

展 演 ， 让 港 澳 青 年 直 呼 过 瘾 。 此 次 嘉 年

华 活 动 ，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把 传 统 广 府 年 俗

“带进”粤剧艺术博物馆，邀请市民游客

在悠扬的曲艺声中，一起“开油镬”，感

受 最 接 地 气 的“ 广 府 传 统 年 俗 ”。 同 时 ，

让市民游客有机会画上粤剧大妆，穿着粤

剧戏服，“化身”粤剧名伶，“走进”粤剧

文化。

“我们更希望通过年俗体验，让更多

本地年轻人、来广定居的‘新广州人’以

及游客关注到广府文化、关注传统非遗文

化，让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得以更好地传

承。”广州市荔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广

府年俗文化不仅有着美好的寓意，更是广

府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让年轻一代认识传

统、了解传统、感受传统，是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重要的一步，更是使文化自信扎根

在人民心中重要的一步。

随着穗港澳三地青年的百余项作品于

近日揭开“红盖头”，“追梦——首届穗港

澳青年艺术交流季”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开启。作品除了常见的平面绘画，还囊括

了雕塑、工艺作品、视觉传达等门类，充

满趣味性和互动性，特别适合新春期间沉

浸式体验。

此次的展厅一改以往“名家名作带新

人新作”的展览模式，最大程度地将展示

平台留给年轻艺术家，尤其是活跃在广州

的穗港澳年轻艺术家们。据了解，参展的

艺术家平均年龄不超过 28 岁，但是他们

特有的大胆、敢想、前卫、潮流的风格给

本次展览带来了青春、新鲜的气息，他们

的作品常常使用出其不意的表达形式，给

观 赏 者 带 来 耳 目 一 新 的 视 觉 享 受 。 如

1997 年 出 生 于 香 港 的 杜 梓 锋 ， 带 来 了 装

置雕塑作品 《素麒》，通过光影和简单道

具的辅助，将未经雕琢的岭南狮头重新塑

造成了一头气势威猛的雄狮形象。

记者了解 到 ， 团 广 州 市 委 在 广 州 市

北 京 路 千 年 商 都 古 道 上 开 辟 橱 窗 剧 场 、

民 俗 体 验 。 其 中 ，“ 兔 年 潮 市 、 拾 忆 民

俗 ” 2023 年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广 州） 青

年 民 俗 文 化 节 活 动，设有传统民俗互动

体 验、“ 喜 迎 新 春 ” 文 艺 演 出、“ 花 街 奇

遇 结 良 缘 ” 青 年 交 友 活 动 、 开 年 看 大

戏 、 冰 壶 体 验 等 多 项 精 彩 活 动 ， 为 年 味

“加料”。

据 悉 ， 体 验 传 统 民 俗 ， 同 觅 广 府 年

味，探寻非遗瑰宝，广州希望搭建起湾区

青年的交流平台，启动“传承最美文化记

忆”大湾区青年文化行动。从沉浸式体验

到融合新艺术风格再到推动传统建筑活化

利用，通过港澳青年们感受到粤港澳三地

一衣带水、同根同源。这些共同的文化记

忆、民俗习惯以及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值 得 三 地 青 年 共 同 守 护、传 承 好、积 极 活

化，为传统“赋予”新生命，注入新力量，让

传统非遗文化在青年心中“扎根”。

大湾区年味儿渐浓，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今年春节，你和家人会去看一场电

影吗？

2023 年 春 节 档 大 片 云 集 ， 呈 现 出

久 违 的 热 闹 非 凡 的 气 象 。《流 浪 地 球

2》《无名》《满江红》《深海》《中国乒

乓 之 绝 地 反 击》《交 换 人 生》《熊 出

没 · 伴 我 “ 熊 芯 ”》 ⋯⋯ 不 仅 包 含 科

幻 、 悬 疑 、 喜 剧 、 历 史 、 动 画 、 体 育

等 诸 多 类 型 ， 主 创 阵 容 上 也 呈 现 “ 神

仙 打 架 ” 的 态 势 ， 将 观 众 们 的 观 影 期

待值“拉满”。

近些年，春节档电影票房不断刷新

纪录。因为疫情冲击，电影行业经历了

寒冬与低谷。兔年春节，这一切迎来复

苏的迹象。截至 1 月 17 日，春节档新片

预售票房突破 2 亿元。

过年观影“弥补”被疫情
中断的团圆感

在 北 京 工 作 的 95 后 王 小 洛 已 经 连

续三个春节没能返乡，今年决定回家过

年。“春节我会和表 弟 表 妹 去 看 电 影 。

一 般 是 大 年 初 二 ， 作 为 ‘ 小 辈 ’ 中 最

大 的 孩 子 ， 我 负 责 购 买 电影票作为小

礼物。”

像她这样三年来第一次回老家的年

轻人，电影院是一种团聚的方式。“希

望失去的那些美好时光，能够在春节好

好弥补回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市

文 联 签 约 评 论 家 孙 佳 山 说 ， 过 去 十 年

间 ，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 、 城 市 空 间 的 定

型，以及当代生活样貌的更新，助推了

看 电 影 这 样 一 个 春 节 “ 新 年 俗 ” 的 诞

生。从历届春节档来看，今年几部“头

部电影”一起“压阵”的情况，是难得

一见的现象。像 《深海》 所代表的中国

动画电影的工业制作水平，也值得大家

关注和期待。

今年春节档影片 《满江红》 编剧陈

宇，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说，他对 2023 年春节档电影市场非常

有信心。“作为业内人士，我虽然对这

几部电影都有了解，但是迫不及待想在

正式上映那天都看一下。几部重要的电

影同时上映，是一场盛宴。”陈宇说。

多 部 片 子“神 仙 打 架”，
呈现宽广的情感“光谱”

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大家重新走进

影院。一场漫长的“久别重逢”之后，

人们对电影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目

前已举办首映式或已预告的相关信息来

看 ，2023 年 春 节 档 电 影 在 努 力 “ 放 大

招”，不仅类型上百花齐放，各个类型

也在试图挑战创作新高度。

2019 年 春 节 ， 郭 帆 执 导 的 科 幻 电

影 《流浪地球》 掀起观影狂潮。今年春

节 ，《流 浪 地 球 2》 即 将 上 映 ， 讲 述 了

危 机 刚 刚 降 临 ， 地 球 开 始 “ 流 浪 ” 之

前，世界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万座行星

发动机正在建造，人类面临末日灾难的

严峻挑战。

出 演 《流 浪 地 球 2》 的 演 员 宁 理

说 ：“ 《流 浪 地 球 2》 与 《流 浪 地 球》

都在探讨家国、大小的取舍问题。地球

在整个宇宙中非常渺小，但地球又是人

类 唯 一 的 家 园 ， 在 面 临 巨 大 变 革 时 ，

我 们 应 该 如 何 处 理 个 人 与 族 群 的 关

系？‘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给出了非常

中 国 式 的 回 答 。” 在 他 看 来 ，“ 流 浪 地

球 ” 系 列 赋 予 了 本 土 科 幻 电 影 强 烈 的

生命力。

电 影 《无 名》 由 程 耳 执 导 ， 梁 朝

伟 、 王 一 博 、 王 传 君 等 出 演 ， 聚 焦 波

谲 云 诡 的 隐 蔽 战 线 ， 讲 述 了 地 下 工 作

者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送 出 情 报 的 故 事 。 出

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说，《无名》 在程

耳 导 演 原本的风格基础上，加强了戏剧

性、通俗性、商业性。“ 《无名》 在类型

上、美学上都突破以往的谍战片，危机感

和悬念感也超越了导演的前作，有着更宏

大的叙事主题。影片构思缜密，看三遍以

上也还能看出新的细节。”

动画电影 《深海》 由 《大圣归来》 导

演田晓鹏历时 7 年打造。《深海》 在奇幻

冒 险 的 外 壳 下 ， 展 现 对 于 “ 生 命 ” 的 探

讨。女主参宿是一个生活在每个人身边、

却又普通到容易被忽视的小女孩。观众极

易在 《深海》 找到共鸣：希望每个人都能

解开“心结”，找到“生命的出口”。《深

海》 首 创 “ 粒 子 水 墨 ” 技 术 并 应 用 于 全

片，第一次实现中国传统水墨与主流三维

技术的绝佳结合。为让第一张画稿动起来

用了两年，每帧画面粒子数量达数十亿，

单帧渲染时间需要一个小时。

电影 《满江红》 由张艺谋执导，主要

讲述了南宋绍兴年间，由一场突生变故的

宋金会谈引发的诡谲迷案。在 《满江红》

里，张艺谋尝试将喜剧风格放到悬疑、反

转等类型元素中。

张 艺 谋 说 ：“ 类 型 片 是 市 场 的 主 流 ，

希望中国的类型片创作能够百花齐放，我

们也愿意拿这部影片来尝试，看观众是不

是会很喜欢。”

张艺谋还透露，《满江红》 最有价值

的部分就是影片的结尾，有一种激动人心

的力量，他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家

国情怀。

（文中王小洛为化名，记者蒋肖斌对此
文亦有贡献）

一张电影票
承载着久别重逢的年味儿

青年逛花街。 王 燕/摄

制图：李丹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