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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近年来，人们逐渐感到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人变少了，节日气氛也变淡了，而另一边则是

中国人变着法儿过洋节，不管是什么节，只要是洋节就过。

面对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洋节日，有很多普通民众感到担忧和不解，洋节日比中国的节日

好？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洋人的“鬼节”都比中国的中元节好。一些文化学者认为，对这样

的现象应该反思。

有关调查显示，在谈到过春节与过圣诞节选择谁时，其中一多半是选择圣诞节，理由是

热闹。很多人认为，现在春节已经变了味，过春节就是为了得到几天假期。有的则认为，他

们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过春节。不过有几位受访的老人表示，现在人太浮躁，很多人盲目崇

洋媚外，加上一些商家为了卖东西，也推波助澜。这几位老人说过洋节的人并不相信洋节就

比中国传统节日有魅力。“我看还是很多人无知吧，他们不懂中国节日丰富的意涵。希望国

家能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普及。否则，未来中国传统节日将被洋节日替代了。”

资料 2

某些人对国人过“洋节日”口诛笔伐，其中，不乏上纲上线到“国人崇洋媚外”的论调，

引发了人们对于西洋文化的“狂风骤雨”已经袭来的担忧。有文化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

称：“传统节日遇冷，洋节日受热捧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中国人喜欢过洋节，这大可不必上纲上线，热衷此道的人大都以凑热闹的心态参与其中，

目的无非是趁此机会与亲朋好友相聚，释放压力，更何况，洋节受热捧并不代表传统节日遇

冷，举个例子，适逢中秋、春节，情侣间免不了为了在谁家过节进行一番商榷。因为传统节

日往往非常让人重视，单位，学校还专门放假。尤其是春节春运盛况，不输给穆斯林的朝圣。

而情人节之类的洋节，则大都是两个人的世界，赠送、祝福之类的圈子限于年轻人之间，节

日的意义早已经被年轻人模糊化，演变成一场场疯狂聚会和轰轰烈烈的 Party。至于节日本

身，早已经被娱乐化和空心化。

其实，中国人过洋节不仅不是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相反，它展现出了国人更积极接触

西方文化，使其为我所用的自信。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洋节忘掉传统节日，正如同我们不能幻

想欧美人会用春节取代圣诞节一样。如那些喜欢看中国舞狮的洋人一样，国人喜欢“洋节”

也仅仅是喜欢，无须上纲上线。

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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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4

每年的圣诞节都会引起热烈的争论，一边说：圣诞节能带来很多快乐和新奇的东西，同

时还能促进消费，应该过；另一边说：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外，淡漠自己的传统节日。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曾封校禁止学生过平安夜这个洋节。这不仅引起了学生的争议，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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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引起激烈争论：“别的学校学生都出去过平安夜，我们为啥要待在学校看宣传片？”学

校在平安夜组织全体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并且在校园内挂出了“抵御西方文化扩

张”“坚决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宣传标语。该校认证微博称“应发扬祖国传统节日文

化”。但有的学生认为，是否过西方节日，学生应有自主选择权。

资料 5

老外们也过春节，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多个国家有过春节的习俗，主要是一些受中国

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此外在欧美一些国家，经常有庆祝春

节的活动，尤其是在华人聚集区域，过节的气氛也十分隆重和热闹。

日本：买福袋图吉利。在日本，新年时有一种叫“福袋”的商品。所谓福袋，就是装着

商品的不透明的袋子。福袋有很多种：化妆品、服装、生活杂物、电器……总之，能装进袋

子里的都行。

新加坡、马来西亚：习俗与中国相似。农历春节，在华裔人口占多数的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无疑是一年中最重要、气氛最浓厚的节日。圣诞节一过，大街小巷就换上了中国传统的

春节盛装，大大小小的红灯笼高高挂起，年画也贴了出来，一片喜气洋洋，各个中国传统式

的店铺里买年货的人络绎不绝，大街小巷更是不停播放着传统的新年歌曲。

美国：继法国把“春节”定为法国的主要节日外，美国纽约州也把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

定为全州的法定节日。春节期间，帝国大厦在除夕和大年初一两个晚上亮起喜庆和吉祥的红

黄两种彩灯，向华人拜年，为方便华人过年放鞭炮，纽约当局还专门安排了鞭炮燃放点和燃

放时间，同时鼓励华人穿唐装组织春节游行。

资料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

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国情人节“七夕”首次被写进中办国办文

件。

《意见》还要求“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训和扶持乡村文化骨

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实施“深入阐

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七项重点任务，让你的乡愁有处安放。

《意见》在“融入生产生活”部分明确要求：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成与内

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

化价值，提炼精选一批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型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

划设计，合理应用于城市雕塑、广场园林等公共空间，避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挖掘整理

传统建筑文化，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推进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加

强“美丽乡村”文化建设，发掘和保护一批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小镇和村庄。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实施“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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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老字号”做精做强。深入开展“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

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

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实施中华节庆礼仪

服装服饰计划，设计制作展现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的系列服装服饰。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规划、设计、推出一批主题研学旅游线路，引导游客在文化旅

游中感知中华文化。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

化。发展传统体育，抢救濒危传统体育项目，把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全民健身工程。

二、作答要求

结合给定材料，联系自己的感受和社会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主题明确，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材料”，但不拘泥于“给定材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 10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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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例文】

坚定文化自信 繁荣文化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文化的全球化浪潮也浸漫到当今中国，中国文化正在遭受全球

化的经济冲击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无论是“外国的鬼节都比中国的中元节好”，还是“中

国网红高价蹭戛纳红毯”亦是“中国本土品牌起外国名”，都体现着有些中国人“以洋为尊”、

“唯洋是从”，丧失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我们应该对于本国文化有着强烈

认同感与自豪感，还要以谦逊、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外来文化，夯实文化根基，繁荣文

化发展。

缺乏文化自信的背后，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国人“青睐”洋节、崇洋媚外，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我们不理解我们自己的节日，不了解传统节日背后的内涵和寓意。

我们要普及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深远意韵，传递文化精髓，让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热

爱中国文化。例如，寒食节为了纪念文化名人，春节为了满足趋吉避害的心愿，花朝节是为

了体现对自然的崇拜……然而，面对传统，人们往往有“雾里看花”之惑，这就需要将传统

文化教育融入丰富的、开放的社会教育之中，建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社会共同

责任和共同利益机制，形成社会合力。

坚定文化自信，不仅要丰富文化内涵，更要拓展文化外延。让文化走进生活、融入现实，

与生产结合，创新文化产品。首先在城市规划上要注重城市文化底色，注重保存重要的建筑

遗存，延续建筑空间的文化价值，让留乡百姓感受乡韵，让离乡游子常忆乡愁。其次，传统

老字号的保护与发展也刻不容缓，在洋品牌的不断挤压下，很多的老字号已举步维艰，国家

既已实施了“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老字号企业也应调整观念，紧跟消费者脚步，加

强电商运营团队建设，延伸产业链，高居庙堂之上的时代已然过去，优化服务、提升消费者

满意度才是王道。

当然，文化自信并不是固步自封、高高在上，而是要开放、交流、互鉴、既要引进来，

又要走出去，在吸纳各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保持文化独立、自信与延续性。有人说：“我们

不用担心因为洋节忘掉传统节日，正如同我们不能幻想欧美人会用春节取代圣诞节一样。”

中华文化的魅力就在于谦逊、包容、博采众长。这几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许多优秀的中

国文化也走出深闺，迈向国际，如《琅琊榜》在海外获得一致称赞，这部剧传递的赤胆忠心、

诚信友善等中国精神，即便是文化底色不同的人们，亦可在这部剧中获得共鸣。

总之，我们要以更高度的文化自觉、更饱满的文化自信、更坚定的文化自豪，让中华文

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