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实用7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演讲稿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最喜欢川剧中的变脸。变脸艺术以其独
特的、奇幻的魔力，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把我深深地吸引住
了。

20xx年春节，一吃过晚饭，我就兴冲冲的打开电视。我为什
么这么激动呢，你们不知道吧。因为爸爸告诉我，今天的电
视节目中有我最喜欢的变脸。

表演变脸的人一上台，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变脸人肩
披黑色的斗篷，身穿彩色的衣裳，脚套长靴。一脸的油彩，
像面具一样。变脸开始了。只见变脸人拿黑色的斗篷脸前面
迅速一晃，瞬间，他就由蓝色的窦尔敦变成了黑色的猛张飞；
紧接着，他伸开五指，脸上一摸，这黑张飞又变成了红脸的
关公，威风凛凛。接下来，他一声大吼，一个鲤鱼打挺，又
变成了白脸的曹操。然后，变脸人一个猛踢右脚，他的脸又
变成了一张五彩的脸，再一猛踢左脚变成了一张没有油彩的
脸，再一猛踢右脚又变回了那张五彩的脸。台上精彩纷呈，
台下喝彩声、鼓掌声经久不息，电视外的我也连连拍手叫好。



川剧变脸真是太神奇了。我相信你看了也一定会喜欢的。如
果你想看变脸，就一定不要错过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哟！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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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xx》。

武术这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其运动内容丰富， 武术这项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其运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适应男女老
少锻炼，不受场地、设备、季节、气候等限制，是强筋健骨、
陶冶情操、自 卫防身的良好手段。广大人们通过武打小说或
电影、电视，对武术十分钟情，尤其是在家长对幼 影、电视，
对武术十分钟情。近年来武术这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已经走入
了幼儿园。从幼儿发展武术方面会有利于打下坚实的基 园。
从幼儿发展武术方面会有利于打下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武
术的发扬。

鸡独立，白蛇吐信……，这些招式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讲
究内外兼修，修身养性，非常练习。我们的想法，就是要让
武术走进平常人的生活。而只要学生们从小有了武术的基础，
这对他们的一生受益。



武术跟篮球、足球等运动项目相比，学生们从小就学习武术，
更容易操作些，也能够强身健体，受益一生。

在我们的中华武术中需要一代代传承，有助于增强我们的阳
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是一种底气，是一种勇气，是一种民
族的力量，凝聚阳刚之气，是民族的希望力量。所以我们一
定要坚持习武，经得住考验，不怕苦。传承我国的传统文
化——武术。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它源于中国，属于世
界，它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人赋予灵魂，注定有中国心。

中华武术的魂是显明的，丰润的，它在和平年代，是养生的，
儒雅的，而在风雨年代它又是奋起的，抗争的，在一次又一
次的抗争中，它保证了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的启蒙的进步，它
富有救国救民的爱国精神，挽救中国于屈辱中，并为此付出
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在不断地胜利，从来就没有缺少国
中华武术的身影。

一首《中国功夫》不仅唱出了中华武术最为核心的功夫名，
还唱出了中国人心中对中华武术最真切的体会，跟唱出了中
华武术最朴质的内涵。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入钟，走路一阵风，
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时间在流逝，历史在向前，传承了中华武术魂的中国人，
把“中国功夫”这一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载体，带到国际舞
台上，演绎了一代又一代的精彩。中华武术大放异彩。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华武术会永生固存，也没有理由不
去呐喊，中华民族酱永远年轻——因为：武术魂，中国心，
永远在一起。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篇四

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做外一个访问学者他怀着一个伟大的
梦想去了美国，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受惠于中国传统医学。但
在那期间，他遇到了些中国同胞，他们不但主张废除中医，
还说我父亲缺少国际公民的素质。

当然不是！在我看来，国际公民身份意味着对世界文化的深
刻理解和巨大尊重，但这种心态是建立在我们民族身份基础
上的，只有我们充分地表现出我们的民族身份，才有可能成
为国际公民！换句话说，国际公民从家里做起！ 要成为国际
公民，我们在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是有了民族身
份，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要做些什么，向哪个方向前
进; 正是有了民族身份，我们才能被世界铭记与尊重。比如
说孔子，他可是什么外语都不会说，但凭着对人类智慧做出
的巨大贡献，他成了一个无人不知的中国人；成龙，作为一
个中国的文化大使，之所以被广受欢迎，不是因为他穿牛仔，
喝可口可乐，而是他的中国功夫，和他那低调的微笑！

所以，大家看，民族身份其实正是使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
不意味，也不应意味着民族身份的丧失。要在世界做好一个
国际公民，先得在中国做好一个中国人！

女士们先生们，全球化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时代潮流，竟然我
们没有其他选择，为什么不主动拥抱它呢？带着我们的民族
身份去拥抱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公
民！

谢谢！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篇五

千年的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千年的水冲走了千年的记忆，
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注定要烙在中华民族的生命
里。

飞雪洪泥映时光，历史满沧桑;一曲悲歌诉衷肠，春秋歌未央。

传统文化的美，在于它的历史，它是先人们的精神积淀，是
千百年来的传承。

而在今日，在这个充满利益，热闹繁华的时代，歌声里的故
乡却在渐渐远去。我们像迷路的孩子，回头张望，却找不到
回家的路。那个，氤氲着水墨香的故乡，那个，我们的精神
家园。

作为九零后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古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过去，会怎么样?它该如何
向前，如何大踏步地走在世界前面。身为祖国的未来，如果
我们不珍惜，不继承，它们将如何保全自我?未来，不论多么
发达的高科技，都难以替代历史的一抔黄土;无论我们在这颗
星球上能走多远，总要有一点东西，铭记于心。

先人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我们
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礼记》中的“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清代学者张
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今天，我们尚且不谈奉献社会，不谈为国捐躯，
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我们要左手紧握"



且教世界换了人间的”壮志豪情，右手秉持义不容辞勇于担
当的道义，去为传统文化开创一片天。

让我们回到繁华的盛唐，与李太白一起酒入豪肠，与王昌龄
一起醉卧沙场;让我们回到如画的江南，醉心于三国的尔虞我
诈，感伤于西厢的且悲且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不变
的荣光，她的下一缕墨香需要我们共同的力量，让我们一起，
去传承她的滋养，成就她最灿烂的辉煌。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篇六

当你沉迷于魏紫的那句“山无棱，天地合而为一，却敢与你
独树一帜”时，你知道乐府里有句话吗，“为恶！我想好好
了解你，我会长命百岁。山中无陵，江水疲，冬雷雷人，夏
雨雪，天地合一，却敢与君绝！”；当你不断高喊“脚踏实
地，实事求是”的时候，你是否知道它来自《汉书》中
的“修身，实事求是”；当你是“哈汉”“哈日”的时候，
当你痴迷于日本动漫和韩剧的时候，你知道《山海经》里的
童话，昆曲的历史，十二木卡姆的声音吗。

传统文化之美在于它的`历史，这是先人的精神积淀，也是几
千年的传承。但今天，在这个充满情趣和繁华的时代，歌唱
中的故乡正在消逝。我们像迷路的孩子一样回头看，却找不
到回家的路。那个，有着水墨香的故乡，那个，我们的精神
家园。

今天，你看不到元宵节的灯笼，看不到端午节的船挂香符号，
看不到玉兰盆地的驱鬼，看不到重阳爬进山茱萸。我们不再
欣赏“融四岁能做梨；香酒玲，能暖桌”，我们才突然从风
靡全国的《东风破》感受到古典美。你知道有多少语言在流
逝，有多少民俗在消失，有多少乐器技艺在失传，有多少文
化遗产和古建筑在被破坏…90后怎么办？古语有言：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过去，会怎么样？它该如
何向前，如何大踏步地走在世界前面。身为祖国的未来，如
果我们不珍惜，不继承，它们将如何保全自我？未来，不论
多么发达的高科技，都难以替代历史的一抔黄土；无论我们
在这颗星球上能走多远，总要有一点东西，铭记于心。

先人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我们
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礼记》中的“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清代学
者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今天，我们尚且不谈奉献社会，不谈为国
捐躯，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我们要左
手紧握"且教世界换了人间的”壮志豪情，右手秉持义不容辞
勇于担当的道义，去为传统文化开创一片天。

让我们回到繁华的盛唐，与李太白一起酒入豪肠，与王昌龄
一起醉卧沙场；让我们回到如画的江南，醉心于三国的尔虞
我诈，感伤于西厢的且悲且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不
变的荣光，她的下一缕墨香需要我们共同的力量，让我们一
起，去传承她的滋养，成就她最灿烂的辉煌。

传统文化节气演讲稿篇七

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时间长河的积累沉淀，已
经是非常之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传统节日
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有两样，一是节日，二是道德。

节日，这个词语对我们华夏儿女来说非常熟悉，因为一年四
季都有许多的节日、例如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重阳
节等。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它是可以让所有的亲人
团聚，也是拥有重要意义的节日。春节俗称过年。每年过年，
每家每户都会吃团年饭，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每个店铺旁



边都挂满了红红的灯笼，彩旗飘扬，所有的小朋友都穿上了
漂亮的新衣服，大人们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眼睛里包含
着浓浓的关爱之意，这时，在广场上每个人都会拿出许多的
烟花、鞭炮来放。在晚上时，一起冲上深黑的天空，迸发出
五颜六色的光彩，犹如彩虹般美丽。好看极了。

到了晚上8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人们坐在电视前观看。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每当是重阳节时，就会想起王维那种思念他乡亲人、兄弟的
情景，让我也不禁地感伤起来。中国的传统节日何其之多，
每一个都有故事，述说了节日的来源。每个节日都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瑰宝，它阐述了中华民族古人的智慧结晶。但是，
现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完整的记住这些节日了。

每个人都差不多都觉得中国的节日低俗、无趣，只知道盲目
的追求外国的节日。例如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但是
在他们心中是不是有想过，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是否能忘本。
或许在他们心中已经没有心里的那份坚持，对于中国五千年
文化历史的坚持，只知道一眛的效仿别人，反而舍弃了对于
自己的民族来说重要的东西—文化。当然，不是一定要抵制
外国文化，只要我们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耙，为自己所用，
这是可以的，能够让我们借鉴他人的长处，来弥补己身的不
足，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变得更加完美。

道德是一个底线，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人类为什么站
在食物链顶端，就是我们心中有那份道德。



学习争先虽重要，文明礼貌也要好。

学校规定都遵守，见到老师要礼貌。

同学之间相友爱，友谊小手锁的牢。

爱护动物放心上，树立新风我做到。

这是一首文明礼貌歌。

礼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的意义是：人与人之间和睦
相处意念和行为，是言谈举止对别人的尊重与友好的体现。
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之间都离不开礼貌这个词语。它代表了
一个人的涵养标准，品性等。一个好的礼貌态度，留下的感
觉是不一样的。在小时候，父母总是说见到人一定要叫。小
时候的我天真烂漫，很听父母的话，一见到认识的人就会叫
个不停，什么叔叔阿姨啊，姑父姑母啊。

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了，现在的我已经变得不爱
叫人了。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才会开口叫人，一般的时候也
就会见到熟人才叫一声，这还是老妈一直在我耳边唠叨的缘
故，这是礼貌问题。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在学校老师
教导我们要守礼貌懂知识，见到老师要问好，遇到熟人也要
打招呼，要做一个乖孩子。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学生，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是现在的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大
人了，嘴边一直挂着叔叔、阿姨什么的，会被我自己得朋友、
同学笑话，会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这也是
现代社会上青少年的通病。中国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各
种商品日益更新。但是，很多东西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失去。

但是，有好就有坏，人也有好人，比如说：“感动中国十大
人物”“两弹一星邓稼先”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榜样。为什么
他们都会被很多的人牢记，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祖国的热
爱和心中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份心他们能够做出让人敬佩的



事，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从他们的身心上我学习到了一些十分可贵的东西—谦虚、待
人友善，更是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时刻要求自己做到心中
的最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但是礼貌是我们每个人必
须具备的，它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精神，代表了中国
人的自豪!

礼貌不用花钱，却能赢得一切，礼貌能使有礼貌的人喜悦，
也是那些受人礼貌相待的人喜悦!让我们行动起来，做一个有
礼貌的人，来继续传承中华的传统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