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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继承人：利用春节传播“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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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是农业社会不可缺少的助力，与“牛”相关
的民间艺术自然也越来越丰富多样。人们用一双
双巧手真诚地表达对牛的热爱，除了剪纸、春牛图
年画等，牛的形象还在绳结、皮影、泥塑等多种艺术
形式中出现。也许耕牛正随着农耕方式的科技化
渐渐消逝，然而我们仍旧可以用心感受这些中国民
俗、民艺中的“牛”，聆听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咱们辽宁，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名叫金
慧敏，她是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氏绳
结”第四代传承人。“金氏绳结”的历史长达
160 多年，承载了中国民俗、民艺文化的精
髓，通过绳结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从5岁起学习家族绳结技艺，金慧敏在
这条路上已经走了整整 60 年。她说，春节
是民俗活动和非遗实践最集中的时段，对非
遗的传承和保护至关重要。像春节这样隆
重的节日，可以让非遗与大众尤其是年轻群
体建立联系，也可拉近非遗与大众的心理距
离。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让人们
有机会更深入了解非遗和中国民俗文化。

“牛年是个好年景。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牛代表着踏实肯干、勤奋进取，而民间也
有许多与牛相关的民俗。不仅用美丽的语
言和诗歌赞美它，而且在传说故事中将它塑
造得乐于助人、有情有义。俯首甘为孺子
牛。牛，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光辉形象，可以
让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也给了我更多的创作灵感和空间。”金慧敏
说。

作为高级手工艺师、中国民间艺术家协
会会员，数十年来金慧敏线绳不离手，在传
统技法上潜心专研，大胆创新，作品颇丰。
与绳结技艺打了半生交道，金慧敏一刻也没

有厌烦过：“绳结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
分。想做好一件事，一定要发自内心地热
爱，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能富有生命力。”

“金氏绳结”能经历四代人的传承走到今天，
除了坚持艺术创作的初心、匠心外，尊重文
化传统、弘扬民俗文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金慧敏说：“刚进腊月，我就开始编制带
有牛元素符号的绳结，孺子牛、拓荒牛、老黄
牛都是我的首选。老牛拉车、耕牛载物、满
载而归是我创作的主题。‘牛’让年味儿更
浓，让生活更美。2021年，辛丑金牛仍将带
领我们脚踏实地、开拓进取，走向勤耕不辍
的新里程。”

年俗体现为寄予希望的仪式
“春节源于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岁首的祭

祀活动，是农业社会的时间标志，是先民对
时间的感受和认知，沿袭至今有 3000 年历
史，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
号。”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辽宁大学教授江
帆介绍。

在中国人心目中，没有比过年更要紧
的。天大的事，过完年再说。那么，在中国
的民间传统里，什么时候开始过年呢？可不
是从除夕那天算起。在咱们东北，年味儿更
浓，时间更长。基本上一进腊月，“年”的序
幕就已经拉开。

江帆说，年俗主要体现为各种寄予希望
的仪式，人们依托“过年”这一时间节点除旧
迎新，用喜庆的年俗仪式遮盖或淡化过去一
年中令人不快的一切，用亲情的温馨和未来
的希望激励自己和家人合力前行。

据清代苏州吴中人士顾禄撰写的《清
嘉录》记载，过去，江浙地区围绕着春节的辞
旧年俗有46项，迎新年俗有41项，大大小小
的年俗总计达87项之多。年俗活动是充满

仪式感的过程，“年味”是
通过“仪式”营造的，“仪
式感”就是“年味”，“仪
式”的每一个步骤都指向
特有的文化情怀。

中国民间在除夕有
守 岁 的 习 惯 ，俗 称“ 熬
年”。守岁从吃年夜饭开
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
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
的 人 家 一 直 要 吃 到 深
夜。拜年也是春节里的
一项重要活动，正月初一
早上，到亲朋好友和邻居
家串门，祝贺新春。拜年
时要右手握拳，用左手包
住右手，同时说上几句吉
祥话，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愿望。

在辽宁农村，过年有一整套的仪式。
进了腊月，人们就要陆续地赶年集，也叫

“打年纸”。就是指人们所买的东西，像蜡

烛、鞭炮、年画、糖果、佐料等，各铺子都将
所卖的东西用纸打成纸包，所以称之为“打
年纸”。尤其是进了腊月二十以后，各商铺
前人流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包年货的纸也
用得飞快。

再过几天就是牛年的春节了。
关于牛年的习俗，江帆谈道，在我国
悠久的传统民俗意识中，牛年是充满
希望的“大年”，“牛马年，好种田”。
牛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寓意吉祥、丰
收与财富。牛年好兆头，牛气冲天，
各项事业“开门红”。

占据民俗C位的“牛”是春耕的
主力，因此立春时节牛就率先出场，
开启了民间流传最广的民俗“鞭春
牛”。“鞭春牛”的习俗最早起源于先
秦，盛行于唐、宋两代，一直流传至
今。“送寒气，促春耕”是“鞭春牛”的
核心意义。有的地方要将土做的春
牛打烂，围观者争抢碎土扔到自家田
中，祈愿风调雨顺，来年丰收。

除了汉族的“鞭春牛”，少数民族
也有不少与“牛”相关的民俗，“牛王
节”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为

了体现对牛的崇敬，每年农历四月初
八，壮族、侗族、瑶族、土家族等少数
民族都会宰鸡宰鸭，大摆宴席邀请亲
朋共度“牛王诞”在这天，人们会给牛
喂糯米饭，而耕牛都会被免除劳役，
在牧场里自由过节。

云南纳西族的“敬牛王”与众不
同，每年都要敬牛王两次，让耕牛休
息，并且给它洗澡，将家里打扫干净，
以示对牛王的敬意等等。

在四川，有的人家在“守岁”时，
将一个刚燃烧的树疙蔸埋在灶内，俗
称“焐火种”，正月初一早晨再引燃火
种，示意新年红红火火；在贵州这种
多民族融合的地区，至今仍有一些特
别的民俗活动得以完整传承。比如
苗族的跳花节、舞龙嘘花和芦笙会；
侗族的长桌宴、抬官人和斗牛斗鸡。

春节被“丰富”，但民俗文化依旧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世界日益

丰富多彩，过年的方式更多元了，春节也被
“丰富”得没了年味。

但春节传统的民俗依旧，只是其外延更
为丰富，并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时尚表现。过
去，年节活动都是在家庭内部或家庭之间展

开的，如今已向着公共生活空间
延伸。许多新的节日模式与习俗

事象，正在引导春节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
构，近年来出现的手机抢红包、收发红包、逛
商场、网购、出境旅游、自驾游、自驾回乡过
年及年夜饭在饭店吃等现代节日时尚，愈演
愈烈。

“尽管这些事象不是‘传统’的，但却已
然成为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统春
节向现代春节转化的体现。当然，春节的现

代化重构无论如何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可
能脱离春节原本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社会属
性，否则，就不是春节了。”

“春节不是遗产，春节是生活，无需刻意
保护。不必担心年味的淡化，因为生活会永
远持续下去。找回年味，首先要找回生活的
意义，找回人生的意义。”江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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