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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在触摸传统中延续文脉

编者按：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高涨。故宫在春节期间推出了“紫禁城里
过大年”特展，参观文物展览、逛逛老字号，观看复原的天灯、万寿灯和“紫禁城上元之夜”
文化活动引发国人关注，好评如潮。此举表明博物馆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已经日渐走出
“冷宫”，“飞入寻常百姓家”。故宫也因其独特的创新理念“圈粉”无数。我们希望文化传
播少一点“神秘主义”，多注入创新活水，让传统文化以另一种方式浸润人心。

在触摸传统中延续文脉
标题即观点，
充满温情。

①日前，“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引发关注，这是故宫首次接受
公众预约的夜间开放活动。活动不仅向人们展示传统习俗的韵味，还邀请
劳动模范、北京榜样、快递小哥、环卫工人、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消防救
援队伍指战员、公安干警等各界代表共同参与，营造出共庆佳节的浓厚氛
围。

开篇点明“紫
禁城上元之
夜”文化活动
引发关注。

②由正月十五的灯会向前回溯，逛博物馆、体验传统文化，日益成为
人们的新年俗。刚刚过去的春节，人们在故宫参观“紫禁城里过大年”文
物展览，感受古代皇家过年的气氛；逛逛老字号，在吃喝玩乐中辞旧迎新；
观看复原的天灯、万寿灯，想象康乾盛世的景况。春节 7 天长假，故宫博
物院每天的 8 万张门票一抢而空，国家博物馆初二到初五连续 4 天现场观
众突破 6.5 万人次，陕西省 300 多家文化馆、博物馆新推出 79 个丰富多
彩的主题展览，共有 1196 万人次参观，游客量同比增长 11%……人来人
往的博物馆，成为春节前后的另一道风景。

现实性分析。
以翔实的数
据论述春节
期间逛博物
馆、文化馆，
体验传统文
化日益成为
人们的新年
俗。

③有人说，“博物馆的价值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今
年，故宫博物院首次举办“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来自山东、北京、
江苏、安徽等 10 个省市 150 家老字号企业参展，人们品尝别具风味的传
统小吃和特色美食，观赏地方特色的匠心产品和独特技艺，了解底蕴深厚
的老字号文化。正月十五月圆之夜，故宫博物院发出传统文化的邀约，人
们可以登城墙、看灯会。事实证明，中国的博物馆正在与时俱进中加强创
新、走近公众，可以办成国际一流水平，成为国家文化的金色名片。

重要性分析。
故宫博物院
在春节和元
宵节推出的
一系列文化
活动深受人
们喜爱。

④衡量博物馆的标准，______博物馆融合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文化浸润当代生活，也成为趋势。历史文物并不只
是历史的沉淀、岁月的陈酿，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寄托着文化血脉
的传承，与人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博物馆善用优质文化
资源，以丰富的活动接续传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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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触摸中华文化脉
络、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汲取中华文化精髓。

紧迫性分析。
论述博物馆
应具有的功
用。

⑤博物馆热的背后，更是传统文化从社会到个体层面的回归，反映人
们返本开新的文化心理。“喜看三春花千树，笑饮丰年酒一杯”“万家灯
火同秋月，大地光明不夜天”，春节、元宵节这样的中国传统节日，凝聚
了我们祖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蕴藏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智慧。
通过逛博物馆，人们纪念传统节日、触碰传统文化、感受流淌的文脉，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在汲古纳今中有了
更多文化自信。

由现象到本
质，论述博物
馆热的背后
所折射出的
社会现实。

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在博物馆，人们感受传统脉搏，看到未来的方
向。可喜的是，未来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将活化传统，让传统文化照进更

照应题目，展
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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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内心。

来源：2019-02-20 《人民日报》 作者：王珏

【时代警语】

博物馆善用优质文化资源，以丰富的活动接续传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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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

化魅力、汲取中华文化精髓。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下列在文中横线处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衡量博物馆的标准，________博物馆融合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文
化浸润当代生活，也成为趋势。历史文物并不只是历史的沉淀、岁月的陈酿，不是一个静止的
存在，而是寄托着文化血脉的传承，与人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A.不是在于其馆藏的丰富，而是在于其多大程度融入人们的生活。
B.不是在于其多大程度融入人们的生活，而是在于其馆藏的丰富。
C.不仅在于其多大程度融入人们的生活，还在于其馆藏的丰富。
D.不仅在于其馆藏的丰富，还在于其多大程度融入人们的生活。
2.读写一体化探究题
传承传统文化，创新是其源头活水。请结合文本内容和个人体验，谈谈你对“博物馆的价值不
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的认识。300 字即可。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省巩义市高中 张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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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故宫里闹元宵，让传统文化回归生活

春节前后，故宫频繁成为媒体聚焦的主角。先是“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让游客体验
了一把清朝宫廷年俗的庄重与热闹。接着一场瑞雪，又使人们津津乐道于唯美的故宫雪景。
元宵节前夕，故宫首次举办的“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大受欢迎，热情的游客不但“秒
光”全部预约门票，还把故宫门票预售系统都挤“瘫痪”了。

年俗是传统节庆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人们纷纷感慨年味越来越淡的当下，皇家里的
年俗自然让人充满好奇。同样，元宵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佳节良时。“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辛弃疾一首《青玉案·元夕》，道尽了民间闹元宵的绚丽与浪漫。那么，
在重重宫墙背后的深宫里，元宵夜又是何种景象呢？故宫首次接受公众预约的夜间开放活动
选在元宵佳节，游客“紫禁城里看花灯”的热情被引爆，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近几年来，故宫锐意创新，力求让文物、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最大效益。一方面是
让文物“动起来”，唤醒那些沉睡于深宫、缄默于库房的珍贵文物，让它们尽可能多地展览
展示，在与市民游客的对视交流中重焕生机。另一方面让文化“活起来”，通过文创商品、
网络推介，古老故宫已经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文化网红”，广泛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成为流行文化大潮里一股清丽典雅的源头活水。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回到民众之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节
庆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很容易回归到人们的当下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
分。近些年来，随着传统节日放假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针对传统民俗的挖掘、整理、教育
和推广力度不断加大，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越来越受重视，与
现代节假日、西方“洋节”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成当下社会生活中的节庆假日体
系。

然而，传统节日在过，但距离传统文化回到当下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还相当
遥远。有人调侃，过传统节日最大的内容就是“吃”——元宵吃汤圆，清明吃青团，端午吃
粽子，中秋吃月饼，除夕吃饺子。对不少人来说，除了吃之外，其他的节庆民俗就所知无几，
也体验不深了。

事实上，传统节庆不仅仅意味着吃喝，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比如在除夕，围绕包饺子，
就要求一家人分工合作，以饺子为纽带，在协作之中进行情感交流，体验天伦之乐。在吃喝
之外，还有着层次丰富的其他礼仪和文化内涵。此次故宫的“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活动，
就以“祈福迎祥、祭祖行孝、敦亲睦族、勤政亲贤、游艺行乐、欢天喜地”六大主题，来全
面展现清代宫廷的过年习俗。其中“吃喝”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如果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中，过年也能包含更多的节庆活动，蕴含更多节庆文化内容，年节的魅力指数、社会
效益和文化效益无疑都会大大提高。

传统文化回归当下生活，还面临着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生活方式，以及现代人的思想观
念互相调适、互相融合的问题。传统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制度互相调适的结果。当社会已经步入现代，传统文化就面临着扬弃和重新阐释的任务。
从东亚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传统儒家文化能够找到与现代文明
的融合之道。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形态都高度现代化的东京，在社区组织、公共生活、邻里
互动、节庆民俗等方面，都保留着浓重的传统色彩。传统与现代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道，这一任务也摆在文化机构、文化学者的面前。故宫不但保
存着丰富的、以文物为形态的固化文化，其对节庆民俗这种活化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具有很强
的研究和阐释能力。当故宫把目光投向过年、元宵等传统民俗，它其实还可以更进一步，那
就是对这些传统民俗、传统文化进行符合现代文明的扬弃和阐发，使传统文化得以与当下生
活互相调适、水乳交融，既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为当下的现代文明建设增加来自历
史的独特贡献。

（来源：2019-02-20 《光明日报》作者：封寿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