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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啦！

每当看到或听到这几个字，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充满浓浓的亲情和暖意。其实和汉族的

春节一样，我国少数民族也有自己本民族的新年与历法，如彝族的彝年，羌族的羌年，傣

族的泼水节，藏族的藏历新年等。因为每个少数民族历法的不同，所过新年的时间也会有

所不同。而且，各个民族的年，一定有不同的风俗、不同的特色、不同的亮点。

彝族年，彝语称为“库史”。“库史”一般选定在农历十月，庄稼收割完毕的季节，

是彝族群众一年中最向往、最热闹、最精彩、最喜气的民俗节日，在彝族群众的生产和生

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洛萨扎西德勒”——这句话在藏历新年中是最熟悉、温馨、悦耳、响亮的声音，它

表达了藏族同胞最温暖最动听的祝福。“扎西德勒普松措、阿玛帕卓贡康桑、丹度达瓦砣

巴秀、挺桑塔洛察若若咏娃秀”，是藏族对逝去岁月的送别，更是对未来生活的祝福。不

管过去的时光怎样，每个藏族同胞都对明天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苗族鼓藏节十三年过一次，不同苗寨过鼓藏节的轮回起始年份有所不同。作为首批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鼓藏节除了较好地保留了苗族的历史、习俗、传

统等要素以外，其中蕴含的和谐、智慧、美丽、欢乐、浪漫等文化气质，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语境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征程上，有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再造中华文明新形态的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千百年来，我国56个

民族的过年习俗虽有很多不同之处，但都寄托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和憧憬，体现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正是各民族之间相互认同，相互借鉴，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才有了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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