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好高考作文，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1 / 5
`

【时文选粹】让端午唤醒文化记忆

编者按：端午节又叫“端阳节”“浴兰节”“龙舟节”“诗人节”，是我们中华民族主要的
传统节日之一，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挂荷包，拴五彩线等习俗，已经成为中国人共
同的文化记忆。端午节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是
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表达，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传统的端午节历经“古今之变”
和“中西之惑”，已经慢慢衰落。如何让端午节创新表现方式，注入时代气质，唤醒中国人
的文化记忆，重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一个值得深入
思考的问题。

让端午唤醒文化记忆

①粽香浓、雄黄烈；龙舟竞逐、吟诗折柳；插艾条、菖蒲辟
邪，带铜钱、肚兜祈福……端午临近，这一中国节，再次激
活历史传统、唤起文化记忆，塑造着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灵认
同。

②“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端午节内涵丰富，从其各
种别名中可见一斑。天中节、龙舟节、浴兰节、端阳节、诗
人节……顾名可思义，岁时节点、人神祭祀、祈福纳祥、家
庭人伦，是构成端午文化的多重景深。“屈子冤魂终古在，
楚乡遗俗至今留”，对诗人屈原的纪念，更让这个节日有了
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有人极而言之，“没有端午，何以中国”，
正是因为端午富含中华文化基因，既是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表
达，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

③不过，就像很多传统节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端午
也曾在“古今”和“中西”之间，一度失落。

④自“古今”而观之，高楼大厦的生活，远离了田野山林，
难以采摘艾草、菖蒲；流动时代的人们，虽能买到粽子，却
少了一大家子包粽煮粽食粽的其乐融融。自“中西”而观之，
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成了“闯入者”，其商
业化、娱乐化、趣味性，对中国传统节日生态造成不少冲击。
这样的“古今之变”“中西之惑”背后，是中国社会三千年

题目既是论点，言简意赅。

❷引用诗文，证明端午节既是中
国人文化身份的表达，更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财富。

❸发出感慨，端午节也曾一度失
落。

❹对比论证，端午节历经“古今
之变”“中西之惑”不能持续失
落。

❶从端午习俗入手，引出话题，
提出论点。



写好高考作文，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2 / 5
`

❻举例论证，端午文化应该在
传承中别开生面。

❼发出呼吁，弘扬端午文化是为
了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
认同，打造文化自信。

未有之大转型，也是人类文明亘古未有之大交融。置身经济
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大潮之中，基于农耕文明
而形成的端午节俗，该如何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场景？如若让
端午传统持续失落，无疑会有损文化认同感、消散文化向心
力。

⑤然而，中华文化却也正是在“古今”“中西”之间，获得
了更大张力。文化恰似长河，既有大浪淘沙沉淀的河床，也
有奔腾澎湃汇入的支脉，因而不舍昼夜、源远流长。外在环
境越是变化，文化传统越需坚守，只有这样，传统方为传统
——这是考验文化守成定力的重要维度。但传统也不是死
水、不是静物，主动适应变化，创新表现方式，注入时代气
质，传统方有生机也更具价值——这是考验文化应变创新能
力的重要维度。

⑥端午文化，应该更可以在传承中别开生面。现代化、全球
化、信息化，正可为端午提供新的载体、创制新的手段、赋
予新的内涵。比如，立足对屈原的纪念，发掘“诗人节”传
统，读诗诵诗赛诗，重塑“诗如海”的端午；比如，借鉴电
商营销模式，网上摘粽叶、自助配香包，实现“数字化”的
端午；比如，顺应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东亚国家共建共享端
午文化，打造“走出去”的端午。在这些方面，政府、企业、
媒体、社会都可大有作为。端午如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建设
又何尝不是这样？

⑦“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
信，前提是文化自觉，关键是文化创新。传统节日，蕴藏着
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是以文
化创新形塑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从这个角度看，弘扬端午
文化，正是为了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打造最
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来源：2016 年 06 月 08 日 04 版 人民日报 作者：吴迪龙

【时代警语】

❺比喻论证，中华文化传统需
要坚守，也需要主动适应变化，
创新表现方式，注入时代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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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前提是文化自觉，关键是文化
创新。传统节日，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是以文化创新
形塑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从这个角度看，弘扬端午文化，正是为了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和身份认同，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思维导图】

【相关链接】

延续好中华文化根脉

端午节马上又要到了。过端午节，总会提起传承端午传统文化的话题。其实，端午节的
传统习俗中，有许多文化元素，比如，画额、挂艾、斗草、跳钟馗、吃粽子、赛龙舟等等。
然而，与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一样，发端于农业社会的端午节，也遭遇到现代文明的冲击。
以往固有的仪式简化了，心中的敬畏消退了，文化的色彩也式微了，端午节被“删繁就简”
成“粽子节”，只剩下了“吃”。

即便是“吃粽子”，在城市也简化为商业消费，到市场上去买，鲜有自己亲手包粽子，
商品粽子千篇一律，虽说我们省了事，也少了节日传统文化滋味，这样过端午“吃粽子”，
能算传承文化吗？

端午节被“删繁就简”成“粽子节”，究其原因，是习惯于“刺激消费”的理念，让商
业元素挤占了传统的文化元素，加之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节日变成了人们放松的借口，不
愿意像过去那样自己动手，制作食物，搞传统文化活动，直接变成了“花钱买省心”，传统
节日文化变成了现代商业消费。

传统文化需要传承，要有人传承。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和文明是需要代
代相传的，前辈不说，后辈就不会了解，如果连前辈都稀里糊涂，再谈传承和发展就成了一
种奢求。”以此来看端午节，也有个如何传承、谁来传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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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过端午节的习俗，是小时候从奶奶为我煮鸡蛋、编五彩绳系手腕上防虫、
匝小笤帚扫晦气、挂纸葫芦祈求幸福平安等小节目中打烙印的。而端午纪念屈原赛龙舟等习
俗，是上学后看“小人书”得知的，而吃粽子是改革开放后才知道的，因为北方不产竹叶，
过去很少有包粽子的习惯。回想起来，在农村传统节日的文化习俗的传承，民间老传小的特
点很突出，但现在即使是农村，这种传承的人也不多，城里就更不用提了。

代代相传才叫传承，而代代传承，首先要解决“这一代”知晓传统文化习俗，并愿意
接受。这就有个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进步需求的问题，需要在不断丰富现代文化元素中传承，
而不是一成不变。比如，画额、斗草、跳钟馗之类具体的文化细节，现在仍让民间普遍去传
承，恐怕很难，但不等于全部扔掉，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延续，制成电子音像来供人欣赏，这
也是一种传承。而诵诗、赛龙舟、户外宴游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推陈出新，引入现
代文化元素。对传统文化传承，也不宜强求划一，应该尊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
创造，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丰富文化遗产中，创造未来文化。

丰富文化元素，更在于挖掘核心的东西，借传统节日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传
统节日是亲情的汇聚，完全可以在节日活动中融进孝老敬老、厚爱邻里、谦恭有礼等美德建
设内容，激发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教育，以此转化为提高践行道德的自觉。

在这方面，社区可以发挥志愿者服务的作用，把公益活动融入其中。最近就看到一个报
道：在端午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天津市北辰区果园新村街东升里第二社区志愿服务团队开展
了献爱心、慰问困难家庭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分为十个志愿服务小组，分别看望了
社区内空巢老人、失独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为他们送去粽子、艾叶、皮蛋等节
日慰问品，志愿者们将提前包好的粽子送到老人家中，让老人们现场品尝粽子的软糯与香甜。
我觉得，这个活动不仅传承了端午文化，也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了人心，是端午文化的继承和
创新，做起来更容易被群众接受。

传承传统文化，就是要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融为一体，在丰富文化元素中传承传统节
日文化，把节日活动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让传统节日更具时代特色，
使之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延续好中华文化根脉。

来源：2015-06-16 四川新闻网 中国青年网

编者：张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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