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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国也要过端午节，而且不暇礼让，动手来抢我们的端午节，要将其“申遗”。去年这则消息一面
世，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反响至今未息。  
   
    有着悠久历史的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国外“申遗”成功，我们该有多么尴    
  尬？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
存，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希望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要冷落了
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严峻
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积极传播其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冲击。很多民族民间
文化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受到严重威胁。  
   
    此事的发生，是同文化政策中忽略传统文化资源，致使毫无中华文化意涵的各种洋节风行的大背景
有关的。端午节，有多好的意味啊，以纪念屈子而成之，爱国而悲情。端午节，诗人节；端午节，爱国
节———深刻体现出民族文化当中厚重深沉的一面。不只是爱古代的那个国家，更是爱我们劫后重生走向
复兴的伟大中华。  
   
    如果一切以“时髦文化”估量，则这种旧日民间节庆，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但“时髦文化”并不必
然等于“先进文化”。如果我们对先进文化理解过于偏狭，就可能戕害传统当中有美感和历史意义的一
面，进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无法挽回、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这样的损失已经一再发生。  
   
    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者，是因为有文化在。文化不仅仅是典籍和宫殿，更是民族凝聚力、民族心理的
积淀。中华文化，一向慎终追远，是以民德归厚。但近几十年文化的施政，主题多变，对传统文化的损害
更是肇祸尤烈，也使民气受到损害。目前需要培本修元，保存传承。文化政策之重，应多放在中华文化诸
元，而非外来之物。譬如，目前学子们普遍连自己本国的语文、语言都没有学好，却强行推行举国英语化
教育，升学、工作、职称都必须英语过关，达到几等几级才行———以致在国内造就了一个英语化的产
业，这就显然过犹不及了。  
   
    说起来很可笑，自己的传统节日被冷落，当别的国家把它当作宝贝时，自己又心有不甘。真不明白
这是什么心态。其实不仅仅是传统节日，很多传统文化在国内都受到冷落，甚至消失殆尽，仅存在于图书
文献里面了。当外国人谈起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无限向往的时候，我们好像感到很骄傲，可其
实呢，我们已经淡漠了自己的文化。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仅仅是小百姓们崇洋媚外的结果吗？  
   
    现在不少年轻人热衷于过洋节，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但却对中国自己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
日百般冷落，这是令人遗憾的事。  
   
    亚洲某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这是
在刺激我们反省：若真爱惜咱们的传统节日，就别搞长假，并用法律规定全体公民个人休假，让传统节日
成为保护性节日，而不仅仅是工商赚钱的季节。  
   
    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
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和联系世界的桥梁。  
   
    确实，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怎么能要求别人尊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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