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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更浓厚。
二十四节气从最

初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传播到其他地区后，
产生许多具有地域差
异的农谚和民俗。以
立春饮食习俗为例，
北 方 地 区 盛 行 吃 萝
卜，俗称“咬春”，
南方地区多吃可生食
的蔬菜。饮春酒，北
方地区一般是烧酒，
南方地区则是米酒。

中新社记者：日
本、韩国、马来西亚
等国家也有过立春的
习俗，与中国的立春
活动有何不同？

王加华：这些国
家的立春活动明显受
到中国的影响，将立
春当作一种节日来看
待。在不同国家，具
体习俗有所不同。

日本至今仍在使
用二十四节气。具体

到立春，传统上亦将
立春作为春季开始的
标 志 。 每 到 立 春 节
气，气象台、报纸等
都会给人们以提醒。
日本将立春前一天定
为撒豆节，每年这个
时候，人们会在家门
口挂上串有沙丁鱼的
桂花树枝，举行撒大
豆招福驱魔的仪式。

在韩国，人们将
立春视为一个能带来
希望的日子，会提前
举办庆祝活动，比如
贴立春帖、吃“五辛
菜”等。其中立春帖
仍由汉字书写，内容
最多见的是“立春大
吉”“建阳多庆”“
国泰民安”等。

不同节气在国内
外的影响也不一样，
具有区域性，如谷雨
在中国沿海地区尤为
重要，一些地区有祭
海的习俗。节气作为
一种传统文化，传到

周边国家后，立春、
夏至、冬至等节气的
影响力更为显著。

中新社记者：传
统节气对现代社会有
何意义？应如何传承
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

王加华：节气作
为农事活动的时间指
针，体现人们感受自
然、顺应自然节律、
天人合一的理念，以
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对当下的生态文
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同时，它所蕴含的特
定文化，比如对自然
时序、先贤崇祀、亲
情伦理等的追求与尊
崇等，也成为今天国
家与社会建设的重要
精神依托力量。

立春作为二十四
节气之首，又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在中国
将二十四节气申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的过程中，10
个 代 表 性 传 承 社 区
之中有4个与立春相
关。在很多地方，立
春不仅意味着文化传
统 ， 也 成 为 文 化 品
牌，具有促进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
用。

二十四节气绝不
单纯是一种历法体系
或时间制度，更是一
种包含丰富民俗事象
的民俗系统。当下要
想更好地保护与传承
二十四节气，使其充
分介入民众的社会生
活，应该是一种最佳
途径。比如，充分发
挥节气在人们日常生
活、休闲娱乐、饮食
养生以及民族认同、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的功用与价值。在保
护 传 承 的 过 程 中 不
能“一刀切”，而要
充分关照二十四节气
的内部差异及地域差
异等问题，采取不同
的 保 护 传 承 措 施 。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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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吃萝卜“咬春”。
胡剑欢 摄

王加华：双春年如何蕴藏中华文明
“管理时间”的智慧？(下)

马来西亚吉隆坡海南天后宫亮起
6000盏红灯笼迎接立春。

天后宫 供图

小朋友们在体验“咬春”。
朱大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