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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活动，作为中华民族最盛大

的节日，是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载体，庆祝春节对

促进各民族之间更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起着重要作用，

而各民族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最高目标就是达到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随着时代变迁，春节的形式和内容会有

所变化，庆祝活动也增加了更多文化和旅游的味道，但

亲人团聚、祝福美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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