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统文化朗读稿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
(实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传统文化朗读稿篇一

大家好。 我们的祖国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长青的山川，
长碧的江水，也培育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可堪自豪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是我
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
《xxxx》。

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
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
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
依托物。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
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
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
些，单一的政治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
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
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与社
会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



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
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至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
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
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
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
情感（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
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与他者
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
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
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
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
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
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
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
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
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
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
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
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
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
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
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
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
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
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
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
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
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
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
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
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
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
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
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
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
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
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
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
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
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
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
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
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
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
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佛教是在东汉时
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
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道教的产生也
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
论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为道教是宗教，所以对另一
种宗教的理念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
灭论》，就是批评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
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
都信仰天师道，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他反对佛教，是由于



他有道教的家传影响。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
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
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统
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
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
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
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
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
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
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
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
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
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
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
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
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
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
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
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
到它的碎片。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
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
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学家喜欢讲清朝如何不可
一世，喜欢讲“康乾盛世”，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落后
的直接触点其实还是发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后来奉行
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使中国处
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唐朝为什么那样强大而且繁荣？胸怀



宽广地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文化商务关系，是重
要的一因。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很愿意跟中国交流，但
是清朝统治者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显例是1793年英使马
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率船队来华，带有乔治三世国王
给乾隆帝的祝寿信，希望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并在双
方首都互设使馆。清朝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价值1。56万英镑
的600箱礼物收下了，马戛尔尼则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
等于空手而归。我以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统治
者主动放弃了交流的历史机会。否则，如果当时能够主动打
开和欧洲经商的通道，后续的发展也许就不是后来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国的大门被西人的船坚炮利打开，欧风美雨狂
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1911年持续几千
年的帝制解体了，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龙椅，以“三纲五
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够
继续发用吗？中国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生？
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传统中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中国？中国传
统文化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直到今
天仍不能说已经获致完全的解决。

传统文化朗读稿篇二

大家好！

不久前，有一则传言：一批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开会，会议结
束时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汲
取孔子的智慧。听到这里，我乐了，再往下听：但是，经过
多位学者反复核查，这个会议最终并没有宣言，没有提到孔
子，甚至没有提到中国。回想起刚才自己的乐，我思考了很
多。

中国传统文化，做好真实的自己，像例子中，我们有时太在
意别人的评价，反过来一想，何必呢？文化成长在特定的历



史，人文，环境背景中，别人无法理解，但那适合我们。就
像黄河水不可能喂养出莱茵河的人民。中华文化不必那么着
急的关注自己对世界的影响，时间会给出文化智慧的答案。
因为文化也是优胜劣汰的，中华文化能够久久屹立于世界文
化之林，必然有其优势所在，所以我们应该正视文化，还原
真实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做修养的自己。当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许多极具中华特色的象征正一点点淡出人们的视线，褪去它
本来朴素的光环。政治经济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接受器物
的变化，但是，文化不应该走向全球化！如果文化都“全球
化”了，那么，思想的碰撞，智慧的火花又从何而来？中华
文化的独特和无可替代，使我们更应该珍惜它。这种珍惜并
非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来自每个华夏儿女发自内心的尊重！

中国传统文化，做发展的自己，我们不仅要保护传统文化，
珍惜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应该放眼世界，紧跟时
代潮流，以积极的心态接纳学习洋文化，再综合使其成为中
国特色文化。毕竟中国文化还年轻，还需要经过许多磨难和
历练，但是，只要我们一直在路上就好。况且还有几千年的
文化遗产在支持着我们呢。

《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换个断句方式，就
是“道可，道非，常道。”可见，中华文化早已深谙舆论之
理。那么，中华文化，做好自己，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海
潮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总会成为别人接受和学习的楷
模，久久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传统文化朗读稿篇三

大家好！

我叫郑艳玲，是佳木斯市第一小学一名教师。在这春暖花开，



万木争春之季，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学校参加这次评比活动，
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粗浅认
识向各位领导汇报。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优
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很多内容，概括地讲，可以用“一片
阳光、一块沃土、三棵大树”来表述。其中，“一片阳光”
是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了天道自然、人天合一、五行
相克、阴阳和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就像一片阳光，照耀着
中华民族五千年前进的步伐。“一块沃土”是指中国传统文
化这块肥沃的土地，包括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三
个要素。上有阳光的照耀，下有肥沃的土地，就长成了“三
棵大树”，这三棵大树就是儒、道、释，好比这片“沃土”
里的氮、磷、钾，使得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先师用这种文化治理鲁国三个月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四方之客归之”的'社会状况；周朝的成康之治，更是
达到“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可见其和谐程度；山西晋商，
运用儒家思想，以义制利纵横欧亚九千里，诚信为本称雄商
场五百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啊，四大文明古国中，也只有
中国的文化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一直随时代发展至今仍闪
耀光芒。

具体到我们的教育来说，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学生人格
塑造、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加强
传统道德教育都有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从行为模式、
思想倾向、心理倾向、心理素质、自我意识等多个方面塑造
学生的人格和行为。然而如此重要的教育手段却在我们的教
育中经常被轻视忽略。正是这种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越
来越多的学生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多的依赖家长，
缺乏自立能力，欠缺劳动习惯；自私自利，不太合群，集体
观念淡薄；花钱大手大脚，不珍惜劳动成果；是非观念淡薄
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民族
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这样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新



时代的学生是一批没有自己正确价值取向的人。对于学校来
说，就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的营养，着眼于继承发展它的心髓，适时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和传统美德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
陶，让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

现在我要说，要想得到智慧、尊严、快乐，那么你一定要去
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学习，而且要用自己毕生的力
量去传播，因为现在全世界都需要这种文化。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我更喜欢另一种说法：天下之事教育为先!我们从事
的是教育子孙后代的职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更有
责任向学生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净化灵魂，升
华思想，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传统文化朗读稿篇四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
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
的总体表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
稿，欢迎参考!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xx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
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论
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行
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国
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
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龙的
传人，我们身上流动着同样的血，学习着同样的文化，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动着人类进步，为人类培育出一代又一
代英雄儿女，我们中华儿女应该学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我们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爱护环境，
尊老爱幼，做好人好事都是我们的美德。

一提到中国人雷锋，这可能都是妇孺皆知的事情吧，中国的
军人们，都是具有像雷锋一样的品质，都是哪里有困难，哪
里就有我们头顶一颗闪亮的红五星的军人们，有着时刻关心
我们的军人们，难道你没有看过关于我国的军人们的连续剧
吗?个个都是那么的严肃、庄严、朴实、勤奋、英勇的人，都
是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关爱人民的精神，这也是值得大家学
习的吧!

保护环境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现在我们中国爱护环境
的人也更多了，祖国也变得更美丽了，像我们得学校，也变
得更干净，更美丽，更漂亮了。

要做到我们中国这样的传统美德，就像一个有爱心，有思想，
有文明的人。要坚强，要诚实，要守信，勇敢，才能成为一
个真正的英雄了。

爱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多少爱国
英雄为保卫祖国，为国家的荣誉，牺牲自己的利益，贡献祖
国。1851年，吉鸿昌将军赴美“考察”。那时候，中国人被
西方人看作“下等民族”，有些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有一次，吉鸿昌将军去邮局寄包裹，邮局的职员知道他是中
国人，竟轻蔑地说：“‘中国’在哪里?我不知道”。随行的
人也埋怨他不该暴露自己是中国人，还说：“只要说‘我是
日本人’，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吉鸿昌将军顿时怒不可，



当面斥责道：“什么!你要自称日本人?我吉鸿昌决不这样做!
我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他回到住处，当即制作了一块木牌
子，上面写道：“我是中国人!”，并把它佩挂在胸前，昂首
挺胸地走在大街上。好一个“我是中国人”，体现出了吉鸿
昌的爱国心。

我们作为一名学生，我们的责任是认真学好科学知识，将来
贡献祖国。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祖国的命运就是我
们的将来，我们不要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培育，发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弘中化传统文化，展
名校学子风采。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
文明。“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追求真
理的科学精神激励着多少中华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
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教
诲激励和成就了多少中华伟丈夫，民族大英雄。还有岳飞精
忠报国的故事，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孙中山“天下为
公”的胸怀，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都让
我们回想起中华民族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从古代的
四大发明到如今的“神八”飞天，中国人演绎了多少了不起
的神话!

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淡淡清茶，一句贴心的问候，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尊敬师长，文明礼貌，处处体现着
我们礼仪之邦的风范;我们努力学习，“敬业乐群、臻于至
善”，不断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
人才。虽然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平凡之事，
但是我坚信，润物细无声，终有一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一定会深入人心。



我们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载人飞
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正等
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未来属于我们，世界
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熏陶下，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传统文化朗读稿篇五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父母呼，应勿缓；父
母命……”一句句勾起孩童时代的回忆，一句句凝练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的经典我们还记得吗？面对流光溢彩、物质繁荣
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新事物让我们目不暇接。快女快男式的
文化快餐，韩国文化、日本文化的侵蚀，欧美文化的强势来
袭……传统文化似乎渐行渐远，华夏儿女几千年不变的精神
信仰，似乎已经被新一代的我们抛弃了，面对华夏文明千年
的传承，面对无数哲人奉献终生才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
应该让它渐行渐远吗？作为中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
我们应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先
进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它具有传承性、延续
性和强大的`生命活力。张岱年先生曾以“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文化精神作为人生标语来激励自己。作为新时代的我
们更应好好传承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教育，以“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的人生境界，提升我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做一名优秀的



中学生，做一个大写的人！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青年，我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
是一味固守传统，还要重视锐意创新，经世致用，跟上时代
前进的步伐。我们应该以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为
基础，不断学习新的优秀人类文明，认识自我、实现自我、
超越自我。用传统文化武装自己并始终保持“顺境不骄、逆
境不馁”的人生态度。大胆创新、勇敢竞争，积极开拓，不
断进取。让我们的中学生活更加绚烂多姿，让我们的人生旅
程更加丰富多彩。

谢谢大家！

传统文化朗读稿篇六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内容是保护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
多年的历史，在昨天我们刚愉快地度过了这个法定节假日，
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得知韩国端午祭在20xx年11月25
日申遗成功时的愤慨。中国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竟被他国争先抢夺，亦或跃跃欲试。从“端午祭”申遗
到“汉字之争”，“中医之争”，再到近期的“风水之争”，
文化摩擦在中韩坊间蹭出不少火花，而结果，绝大部分，中
国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韩国成功申遗了。

中国人在责怪韩国人的恬不知耻的剽窃行为时，是否有理性
地看待这一系列事件，反省自己呢？遥想当年，中国软弱，
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如今韩国的'一些政客正在大规模抢
占中国文化时，有一些从洋媚外的人正在风风火火地哈韩，
韩国的二流肥皂剧和服饰潮流都备受国人的追捧。还没有
到12月25日，大城市的各大商场，甚至政府出资在筹备平安



夜、圣诞节，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中国古老而美丽的七夕节，
却很早就翘首以待2月14日的情人节，或许现在就不奇怪为什
么韩国可以一直申遗成功了，不要老是怪罪于政府的无能，
也不要怪罪于韩国的无耻，因为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文化丢
弃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要自己首先重视
自己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对祖国的文化保有高度
的热情。利用各种媒介，多多的宣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对国人从儿童时期起就教导他们重视，让更多中国人重
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非盲目吸收别人的东西。政府也应该
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起步。加大传统
文化在民间的教育宣传。这种高度重视的意识，从官府传递
到民间，从我们这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我们国家的文化还会
丢吗？小小韩国还可以这样张扬跋扈却可以屡屡得逞
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们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