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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春节 世界的春节

文化中国行｜重庆巴南：非遗展演迎新春 安徽庐江：传统戏进村 安全过大年

临近春节，重庆市
巴南区西流沱小镇张灯
结彩，木洞山歌、接龙
吹打、姜家舞龙等非遗
表演轮番登场，吸引游
客前来感受传统民俗、
品尝地道美食。据了解，

今年春节期间，巴南区
将通过举办新春游园、
民俗表演、灯光秀等活
动，让游客在传统年味
中欢度中国年。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2025年 1月 20日，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同大镇镇临圣村，该县
文旅局会同县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和庐韵梅香
戏曲艺术团，举办以“传
非遗文化，迎蛇年新春”

为主题的四季村晚，文
艺工作者献上了皖中一
带流行的传统经典庐剧
《王小六打豆腐》，公
安交警与演员适时互动，
借剧情现身说法宣讲交
通安全，祝福村民安全

过大年，受到现场村民
们的点赞。（巢志斌  摄）

岁聿云暮，一元复
始。乙巳蛇年春节将至，
盛大的节日承载悠久的
文化向我们走来。2024
年12月4日，“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
内涵最为深厚、内容最为
丰富、参与人数最多、影
响最为广泛的中国传统
节日，春节已成为世界普
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
华文化符号，展现独特的
中国精神、中国气派。

近 20个国家将春节
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
1/5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
祝春节，“欢乐春节”“四
海同春”等春节民俗活
动走进近200个国家和地
区……海内外许多地方，
人们以各式各样的方式
喜迎佳节，辞旧迎新、祈
福纳祥。中国的春节，世
界的春节。

本期报道，我们关
注国内外欢庆春节的不
同方式与多种场景，从一
款生肖文创的创意设计、
一个民俗文化节的火热
氛围、一场在匈牙利举办
的新春庙会、一名中国人
在巴西的过年体验，观察
各地人们共享新春气氛
的生动实践，感受传统佳
节的文化底蕴、中国的多
彩文化和开放胸怀。

——编 者

融入京剧、生肖等
传统文化元素——“冰
墩墩”换装“蛇墩墩”

本报记者 潘俊强

农历蛇年将至，“冰
墩墩”蛇年新春特别版“蛇
墩墩”上新。1 月 21 日
上午，在北京王府井工美
大厦工美文创柜台，“蛇
墩墩”系列新品备受欢迎，
不少市民游客排队采购。
“带几个‘蛇墩墩’文创
送给亲朋好友的孩子，他
们肯定喜欢。”游客周先
生说。

在中国传统年文化
中，生肖文化深入人心，
也是文创产品的热门题
材。北京冬奥会举办以来，
“墩墩”系列产品作为奥

运文化遗产与中国生肖
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广
受欢迎。它不仅展现奥运
的魅力与活力，也传承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厚底蕴。新春来临之际，
“冰墩墩”如何换上生肖
装也广受关注。

“‘龙墩墩’发布
后就有人问我‘蛇墩墩’
长什么样。”“墩墩”系
列主创设计师、中央美术
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林
存真说，“冰墩墩”自带
流量，很多人都期待自己
的生肖以冬奥吉祥物的
形象出现。

根据每年生肖的不
同，设计团队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素
材。“兔墩墩”借鉴了北
京兔儿爷的形象，“龙墩
墩”结合了舞龙等样式，
“蛇墩墩”则以中国传统
民间传说“白蛇传”为灵
感来源，以京剧中的白蛇
和青蛇形象为蓝本，塑造
了两条灵动可爱的小蛇。

生肖文化与年文化
紧密相连，美好寓意必不
可少。林存真介绍，“蛇
墩墩”蛇身采用了缠枝纹
样，表达生生不息、连绵
不绝的寓意，象征人们对
未来的憧憬。

结合年轻人喜欢的
文化潮流，本次“蛇墩墩”
系列产品有毛绒玩具、摆
件、盲盒、徽章、冰箱贴、
陶瓷制品、钥匙扣、明信
片、抱枕等。其中，5款
形象各异的“蛇墩墩”盲
盒受到消费者青睐，上市
至今仅王府井工美大厦
工美文创柜台就已卖出 1
万多个。

盲盒设计体现“五
福临门”主题，寓意人
们向往的幸福生活。“福
星蛇墩墩”手持如意，是
万事顺意、平安祥和、幸
福美好的“福星”化身；
青色的“寿星蛇墩墩”手
捧寿桃，是福寿绵长、健
康长寿、岁月静好的“寿
星”化身……源于传统又
不拘泥于传统，在林存真
看来，设计文创产品并不
是单纯“复刻”优秀传统
文化，而是要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融入时代发展的
潮流。

“我们希望用简单
直白的艺术语言表达老
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林存真说。

中 原 ( 鹤 壁 ) 民
俗文化节吸引众多游
客——社火一开演 年味
自然来

本报记者 张文豪

“ 嚓 嚓 咚、 嚓 嚓
咚……”1 月 21 日，河
南鹤壁浚县古城西城门
下，东关社区新东兴舞狮
团团长孙军亮舞动狮头，
踩着欢快的锣鼓点，在梅
花桩上抖毛、惊跃，引来
阵阵欢呼。

“社火一开演，年
味就有了。”卸下道具，
孙军亮面露喜色，“春
节申遗成功，我们也很高
兴，希望往后的日子会像
社火一样‘火’！”

浚县是河南的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的
县城。近日，由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指导的第
十七届中原(鹤壁 )民俗
文化节在浚县古城拉开
序幕，将持续至3月1日。
尽管正月未到，但浚县古
城已经热闹起来。

一匹匹竹马随着音
乐变换队形，表演者身着
戏服，表情丰富，抖出了
战马昂首长嘶的精气神
儿。“从做妆容到现场表
演，中间要三四个小时。
大伙儿天不亮就开始准
备了，图一个喜庆。”竹
马表演召集人张春生说。

社火闹年，年复一
年。舞狮、竹马、高跷令
人应接不暇，锣鼓声、号
子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好！好！”行至
浚县古城遏云楼，还没看
清表演内容，戏迷的叫好
声便响了起来。今年 75
岁的白寺村村民刘建骑
着电动车跑了近20里路，
就为到县城看西路大平
调表演。

浚县大平调传承保
护中心负责人韩学荣介
绍，大平调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音乐和唱腔
独具特色，浚县是西路大
平调的主要流传区域。春
节将至，浚县准备了多场

演出，让游客充分感受地
方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

遏云楼不远处的街
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浚县泥咕咕市级传承
人王红瑞摆开摊位，小飞
燕、大斑鸠、摇头狮、小
彩蛇等泥玩琳琅满目，引
来不少游客驻足。

“这个是为乙巳蛇
年推出的‘巳巳如意’蛇，
小蛇头部像一个如意，寓
意生活美满；那个是以浚
县的大运河黎阳仓为原
型设计的泥咕咕‘咕咕吉
儿’。”王红瑞指着摊位
上的作品一一介绍，“近
年来，我们把现代审美融
入传统技艺，让泥咕咕
‘活’起来。”

看非遗、品非遗、
买非遗，火热的民俗文化
节，让古城年味更浓了。

匈牙利举办新春庙
会——春节提前来到布
达佩斯

新华社记者 陈 浩 
王其冰

两个五六米高的盘
龙红色门柱擎起一条长约
20米的红色横幅，上书：
2025“欢乐春节”匈牙利
唐人街新春庙会。川流不
息的人群一走进这道临
时搭建的大门，便被喜庆
的节日气氛所笼罩。

1月 18日至 19日，
为期两天的新春庙会在
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多瑙河东岸的唐人街
举行。接近零摄氏度的气
温阻挡不了人们前来参
加中国文化活动的热情，
来自匈牙利及周边地区
的数万民众相携游赏，共
同欢庆即将到来的中国
农历蛇年。

庙会场地搭起大舞
台和巨型电子屏。舞台上，
来自中国的艺术表演者
舞龙狮、扭秧歌、唱京剧；
舞台下，一些男士把幼童
举过头顶或驮在肩上，人
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表演，
并报以热烈掌声。

“看到这些表演，
了解这些既有差异又能
共通的传统，真是太棒
了。”带着6岁的女儿观
看舞狮表演的绍博·卡陶

说，“我们希望女儿能体
验和欣赏不同的文化。”

即将到来的蛇年是
春节成功申遗后的第一
个农历年。匈牙利唐人街
新春庙会为此专门组织
了特色活动，包括吉林省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河南
省开封非遗代表团等来
自中国的文化单位带来
的艺术表演和民俗体验。

老家是河南的匈牙
利唐人街集团总经理宋
一楠是此次庙会活动的
组织者。他说：“布达佩
斯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
乡。分享我美好的童年记
忆和我们的文化遗产是
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们非常喜欢舞
台上的表演，我们还去吹
了糖人，穿着中国传统服
装拍照。”全家出游的布
达佩斯居民索莫吉·彼得
满面笑容地说，“这个节
日是文化和乐趣的完美
结合。”

在庙会入口处不远，
立着一幅巨大的红色背
景签名板，上面写满了中、
匈、英等多种文字留言。
其中有一行汉字写道：春
节提前来到布达佩斯。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
电)

徐工巴西制造工业
园组织中巴员工一同过
年——南半球的春节有
点“热”

本报记者 陈一鸣

中国结、红灯笼、
春联……当地时间 1 月
21 日，在距离中国近 2
万公里的徐工巴西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
工巴西制造”)工业园里，
徐工巴西制造售后服务
经理刁目伟正忙着备年
货。他将迎来在巴西度过
的第五个春节，也是在海
外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回想起最初的陌生
与孤独，到如今融入这片
热情的南美土地，刁目伟
很感慨。刚到巴西时，他
只能通过给家人打电话
感受春节气氛。近年来，
随着中巴两国文化交流
的日益加深，他发现，越
来越多的巴西同事对中

国节日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每逢春节临近，巴西
员工总会好奇地向他打
听春节相关习俗，并逐渐
把春节看作一个十分重
要的节日。

这几年，徐工巴西
制造工业园里的春节活
动都办得十分热闹。去年
春节，园区组织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写春联 贴福
字”活动。刁目伟细心地
教巴西同事握笔写汉字，
给他们讲述春联背后的
文化含义。大家兴致勃勃
地写下“万事如意”“幸
福安康”等吉祥话，将一
张张福字贴在办公室的
门上。巴西员工还开心地
拿着中国结和中方员工
一起合影，用一张张照片
记录下这份跨文化的友
谊。“巴西员工对中国春
节的喜爱超出了我的想
象。”刁目伟说，“许多
同事还把手写的春联带
回家，向家人朋友介绍中
国文化。”

现在，春节已成为
许多巴西人期待的节日。
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
等城市，灯光秀、文艺汇
演、庙会等春节活动总会
吸引大量巴西民众参与。
每到春节，圣保罗的大街
小巷都会装点红色的中
国元素，喜气洋洋。

刁目伟说，在南半
球的巴西过春节，最大的
不同就是气候。春节来临
时，巴西正值夏季，阳光
明媚，与北半球的寒冷形
成鲜明对比。但无论气候
如何，春节的意义从未改
变。在徐工巴西制造工业
园，每年的除夕夜，中国
员工都会聚集在员工餐
厅秀一把厨艺，展示自己
的家乡菜。一桌汇聚各个
菜系的年夜饭盛满浓浓
的家乡味道，让海外的春
节同样温馨。

“今年的春节，会
有100多名中方员工在一
起过。除夕当晚，我们依
然会举杯庆祝，许下新年
的美好愿望。”对即将到
来的春节，刁目伟充满期
待。

(本报里约热内卢 1
月 21日电 )

1 月 21 日，观众在重庆
市巴南区西流沱小镇观
看川剧吐火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