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演讲稿(模板8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
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学生们：

大家好！

很多同学喜欢节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节日是怎么来的？你
知道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的由来吗？作为中国的儿女，我们应
该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慢慢积累，让我们的思维提升到一
个更高的水平，成为一个内涵更深刻的中国儿女。那我们就
走进端午节去感受一下吧！

大家一定知道，端午节和伟大诗人屈原有关。屈原是著名的
爱国诗人。他爱国，最后投身汨罗江。最后，人们把粽子扔
进河里纪念他，爱他。其实早在端午的时候，大家都祈祷身
体健康，摆脱疾病和灾难。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继承着以前
的习俗。每次端午节，我们都会带一块艾叶在耳后，说不会
觉得头疼。因此，我总是在这一天早早带上艾叶，为健康的
身体祈祷。

我相信每个人的家庭在端午节都有许多不同的习俗。虽然这
些习俗看起来简单，不太现实，但它们确实让我们发了大财。
文化上，我们需要尊重和继承，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无
论是纪念屈原还是祈福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这样的风
俗文化传承下去，以免在未来的世界里失去这些美好的文化。



因此，在这里，我热烈呼吁大家在端午节包饺子的同时，多
了解当地的习俗和文化，为我们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做出贡献。

端午节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在家里开开心心的包一个粽子，
体会劳动的喜悦，体会端午节带来的成就感。也希望大家用
一颗赤诚的心来品尝粽子，纪念我们屈原诗人的爱国情怀，
传递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学们，端午节就这样到了。在
了解了节日文化之后，让我们真诚地祝福我们的端午节，我
们的祖国，我们延续的中华文化。这个端午节是你我幸福的
节日，祝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尽管这是一
个纪念性的节日，但我希望它能给未来带来一些希望，让你
和我在这条路上一起前进，一起健康成长！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二

老师们同学们：

早上好!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主题是：传承文化，诵读经典。

同学们，你们是否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感受过李白的豪放；你门是否从“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中读出了白居易的执著；你们又是否
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
月年年望相似。”感受到张若虚对人生的探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
宝典，诵读中华经典诗文可以加深我们对民族精神和优秀传
统文化的理解，在诵读中亲近中华经典，在亲近中接受中国
文化，在热爱中弘扬中华文明。

常言道：“经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是非常
有必要的，通过诵读经典诗文，积累精美的诗词句段，进而
内化为自己的语言。大家可以充分利用早晚读的时间，本
着“用心诵，慢慢读，字字清”的原则，大声地朗诵经典，



让自己在朗朗书声中积累经典名言，陶冶情操。

同时，大家还要做一个有心人，平时在阅读时遇到的名言经
典，可以及时地记录在专门的本子上，有时间就可以拿出来
认真地诵读，这样既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也可以为我
们写作文提供积累丰厚的素材和深邃的思想源泉，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三

今天，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
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
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
神。

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是战胜困苦的精神动力。长征途中，
先辈们脚下踏着华夏坚实的土地，手中高擎着民族振兴的大
旗，心中升腾着祖国飞翔的梦想。正是这样的信念将他们紧
紧地凝聚在一起，筑成一道摧不垮、压不倒的钢铁长城。正
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走过凶险，走出希望，
走出了一片蓝天。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了雪山和草地，
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
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
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我们同样需要有坚定信
念，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长
征途中，在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红军正是凭
着这种精神，征服千难万险，战胜了强大敌人，取得了最终
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天，步
入新世纪的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精神呢?轻歌曼舞的欢乐，
鸟语花香的芳馨，相敬互爱的甜蜜，灯红酒绿的痴迷，艰苦
的环境似乎已离我们悠然远去，然而，亲爱的朋友，你可曾
想到，伴随着时光流逝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绚



烂的向往和似锦的前程啊。我们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需要
甘于奉献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从容地藐视困
难、顽强地面对困难、乐观地克服困难，有了这样的精神，
我们才能以蓬勃向上的风貌，激发创新能力，燃烧创业的激
情，焕发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样的精神是我们人生走向辉煌
的基石。

八十年前的长征，已经作为一个符号，走进了历史，铭刻在
我们记忆的深处。而岁月积淀的长征精神，却像古酒一般在
我们的心中酿出了感情，酿出了味道，成为我们多彩人生的
一道美味佳肴。

新世纪，新时代，新希望，新蓝图，一切都是新的。作为有
着鸿鹄之志的新青年，你可曾想过，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肩
上负载着怎样全新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一起书
写我们新的长征。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传承中华文化，争做美德少
年》。

当我们朗诵着伟人们写下的一篇篇美好诗文时，不得不让我
们由衷地赞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当我们朗诵着《三字经》时，中华美德的传承就在我们心中
生了根，发了芽。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就
以“仁德”为本，至今深刻教导着我们;三国时期蜀国宰相蒋
琬不计属下杨戏之过，人称“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有赵国文
相蔺相如多次宽容在背后说他坏话的武将廉颇，面对门客的



不解，蔺相如却说：“我对廉将军容忍退让，是把国家危难
放在前面，把个人私仇放在后面。”终于换得廉颇的悔改。
同学们，有时候宽容能唤醒人的灵魂，能创造机会，消除隔
阂。

在生活中，我秉承“仁德”的精神，原谅他人的错误，不与
他人计较。令我我记忆犹新的是这学期刚开学的情景，因为
那次，我收获了真正的友谊。

那天早晨，我吃完早饭急匆匆地去刷饭盒，要知道时间就是
生命!赢得时间就能提前完成作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书。
那天不知怎么了，水池边的人比平日里不知多了多少倍。我
开始烦躁起来，怒火也一点点地升了起来，整个人成了一座
一触即发的火山!我把一切抛在脑后，奋不顾身地挤到水池边，
准备找空位刷饭盒。这时，我定神一看，水池里的污水满了，
并且又堵塞了!就在此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只觉得身体往前
一倾，我的整条胳膊按进了水池里，污水把校服袖子弄脏了，
我成了不折不扣的落汤鸡!怒火冲上头顶，我立刻回头寻找那
可恶的“肇事者”，一位身材矮小的女生站了出来，我用愤
怒的目光瞪着她，她知道自己犯了错，连声道歉。看着她如
此诚恳的样子，我心中的`怒火消了不少，这件事便悄无声息
地结束了，我并没有责备她。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
何况她也不是故意的。

过了很久，在一次学校竞赛中，需要统一服装，恰巧我忘记
带校服，借了好多人也没有借到。这时，突然看到了那
位“肇事者”，火急火燎之下，便向她开口，没想到她二话
没说就把校服借给了我。这件事证明：宽容在无形中帮到了
我。

人生就像一场苦旅，需要我们跋涉，让我们用仁德的大伞，
撑起我们共同的希望;用仁德的大伞，盛满我们共同的欢笑;
用仁德的大伞，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作为新一代的中华儿
女，让我们携手共进，传承中华文化，争做美德少年。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
洋。我今天讲话的主题就与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有关。

刚才提到的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社会节奏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人
不再眷恋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
了“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我们的传统节日，
文化内涵丰富，留存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每过一次
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强和洗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着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
传统的坚持。有句话说得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
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和继承我们的传统文
化，显然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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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
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主动地去了解它们，
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地红火起来吧！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六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作为文明古国的重要象征，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汉
语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流传了几千年而未衰亡，这种强大
的生命力早已被世人所折服为四大古文明。埃及的文化早在
尼罗河水的泛滥和英国的殖民中泡的失去颜色；灿烂的古巴
比伦文明在风沙的肆虐中成了废墟；而强大的玛雅文明，如
今人们只能在亚马逊原始丛林的遗址里想象它曾经拥有的辉
煌。惟有汉语，成为流传五千年的文化屹立不倒，为世人所
推崇。

汉语作为中华民族恒古至今的语言，体现的是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精神。她是根植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
试想，倘若没有汉语，又怎么会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的持节；又怎么会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只致远”的高志；又怎么会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爱国热情！

太多太多，融汇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一如既往
的中华美德。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华传统美德。
“修身”、“齐家”、“治国”作为中华美德的三个方面是
不可不谈的，而作为高中生的我们则更应注重“修身”之所
在。令我感触最深的便是刚经历的军训生活。大家一定还记
得那篇军训日志里所说的那句话：“当我看到站在我前面的
男生，汗水从指尖滑落，才发现地上早已是一滩积水的时候，
我被感动着，同时也告诉自己不能放弃……”大家一定也还
记得去食堂打饭时，男生谦让着让女生排到自己的前方，同
学们即使遇到不喜欢吃的饭菜也不曾浪费，大家更不会忘记
对宿管阿姨的一声声问候，一句句感谢……真的，90后的学
子们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温、良、恭、俭、让的中
华美德，也正是我们自己将这看似古老却终将永恒的`中华美
德传承了下来。

中国文化承载的不仅是祖先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更是中华



民族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

中国文化是神秘的，是古老的，是丰富的。我们应该为中华
文化流传至今而感到自豪，也该为传承中华文化而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今天所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但也正因为她的广博才让我欣赏她，并由衷的热爱她。
最后，我也要呼吁同学们一起关注中国文化，将中华民族的
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只有这样，中国文化——这坛承传了千
年的佳酿，才会越陈越香！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七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论语》，传达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简单而温暖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学生。

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孔子曾经称赞他说:“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十分繁荣，享受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
人仍然有复杂的精神困惑。只有真正的圣人，才能不厌倦物
质生活，始终保持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

孔子的学习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两句话在《论语》中给我印象
最为深刻。第一个说是的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
老师的人;后者告诉我们要努力学习，不要羞于请教那些不如
我们的人。

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是汉民族同兄弟民族



在不断融合中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知道了：从诸子百家到
四大发明，从四大名著到数学医学，从书法绘画到建筑水利，
无不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我知道了，孔子、老子、
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关汉卿、曹雪
芹······他们用不朽的名篇在史册上写下了闪光的名
字。而在其中，我最敬佩的就是孔子了。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
家、政治家。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
河。孔子有弟子3000人，其中出色弟子72人。他带领弟子周
游列国14年，晚年修订了六经：《诗》《书》《礼》《乐》
《易》《春秋》。这是孔子的简介，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孔圣
人的伟大。然而，他真正让我崇拜的地方在于他不在乎冉雍
家境贫寒，接受他，还让弟子们改变对冉雍的看法，让冉雍
愉快的学习，而冉雍也不负重望成为了“孔门十哲”之一。

“至圣先师”孔子令我们崇拜，所以，我们要学会做一个像
孔子一样的人，即名声远扬，又不会歧视那些弱小的人，只
有这样，中华传统美德才能传下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出色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
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
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依托、共同传承、共同发扬的文化精神和
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有了中华传统文化所营造的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
才使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有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这本书读完了，复杂的心情化为了一句话：传承中华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

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八



诵读中华经典，在亲近中接受中国文化，在热爱中弘扬中华
文明，在经典中传承文化。下面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几篇
传承经典文化演讲稿，希望能帮到你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大家好!

文明美德，你犹如一泓清泉，滋润我幼小的心田，你犹如阳
光雨露，沐浴着我健康向上、茁壮成长。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育我做一个大写的人。是啊，“人”字
是一撇一捺相互支撑起来的，是顶天立地的。它写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难。我也常常在思考，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呢?答案
毋庸置疑：做一个文明的人!做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人。
文明是什么?美德是什么?是路上相遇时的微微一笑，是他人
有难时伸出的热情之手，是平时与人相处时的真诚付出，是
见到师长时的深情问候，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对不
起”，是弯腰将一片片垃圾放入垃圾箱的举动，是看到有人
随地吐痰时的主动制止……文明美德是尊重，是礼让，是诚
信，是宽容……是一种品质，一种修养，是一种受人尊敬并
被大家广泛推崇的行为。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
家庭里，我孝顺长辈，关爱兄弟姐妹，主动帮助父母亲分担
家务，不让爸爸妈妈操心;在学校里，我文明礼仪，团结友爱，
勤奋学习，当好老师最满意的小助手，做同学最好的朋友;在
社会上，我尊纪守法，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守公共秩序，
做一个文明的小公民。正是这些良好的美德，所以我经常得
到人们的信任、夸奖和喜爱。

我用我真诚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记得去年冬天，
快放寒假时，六二班的杨椿枫同学家里不幸着了火灾，看着
他伤心的样子我真的好难过。我和同学们一样，把自己积攒



了一年多的零花钱，全部捐给了他们家，还把自己的衣物、
学习用品送给了他。当我看杨椿枫同学的妈妈，拿着大红纸
书写的感谢信来到学校时，我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张超同学是
从乡下转学到我们班来的，由于他家境贫穷，学习成绩也不
太好，他总是显得有些恐惧与不安。我要主动地向他伸出温
暖之手，让他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我向班主任要求和他同桌，
和他一起学习，下课和他聊天，帮他熟悉学校环境，邀请他
参加同学们的活动，我还发动同学们捐给他许多课外书籍和
学习用品，帮助他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渐渐的，他
的脸上的笑容增多了，成绩也有了飞速的进步!重阳节，我和
班里的几位同学，买上几个大的西瓜，到敬老院去看望老人
们，为老人们唱歌、跳舞，陪老人们开心地玩了一整天。像
这样的小事，我总是在默默地做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文明美德之花，装扮了我心灵的春天，让我感到无比快乐。

大家一定听过《让地三尺》这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故事。
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在官，他的家人修治府第，因地界的
问题与邻居发生了争执，两家谁也不让谁。张英知道此事后，
给家人写了一封书信，内容是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
劝解家人，对人要宽容，主动谦让。张英的家人接到信后依
照他的意思，在原地界上让出了三尺土地，以示不再相争。
邻居看到张家这样心胸宽广，非常感动，也朝里让了三尺，
过道多了六尺，为此陡然开阔，行人不再感到狭窄，一时间，
两家处理问题的做法传为佳话。

尊重、宽容和谦让，是一种美德，令人间平添许多温情!古人
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现代社会的我们，更应该学习。星期一
的那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穿着姑妈从上海给我寄来的漂
亮的群子去上学。可是意想不到地事发生了，当我蹦蹦跳跳
地去学校食堂吃早餐时，突然与端着一碗粉只顾埋头走路的
张明宇同学撞了个满怀。明宇一个趔趄，将一碗粉全泼在了
我的身上。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所有的人都楞住了，似乎等
待着一场“唇枪舌战”暴风雨的来临。明宇也吓呆了，结结



巴巴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微微一笑，关切地问
“你没烫发着吧?”瞬间，矛盾在微笑中变得云淡风清。是
啊!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文明美德，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所做的
一切，不都是在承继和弘扬传统美德吗?让我们从小播下文明
美德的美好种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争做一位名副其实的文明美德好少年!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

非常有幸，今天能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一起谈谈，我心中的
国学。

所谓国学，从字面上理解，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
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对于我来说，国学一直是以
文学的形式扎根在心底，从为萌发的种子，到后来的发芽，
抽枝，长叶，终成了一朵在神州大地上翩跹起舞的文学奇葩。

其实从文字在仓颉手中诞生的那一刻起，文学便注定要以无
限的魅力，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请留心看看，在斑驳岁
月的甲骨上，在风尘历史的竹片里，在绚烂千年的锦帛中，
处处记录着文学的美丽容颜。

对于诗经，我们用诗的清雅去寻找，用经的深邃去看待，它
也许是我们前世的前世，我们心底曾经响过的声音。我们曾
一起吟诵的歌谣。

诗经三百，不过是前生无邪的记忆。

国学之茎——唐诗



汉唐，中国民族五千年里最辉煌的岁月，它遗留下的风韵洒
入我们的血液里，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唐朝是我国古典诗词
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在所有的古代文学体裁中，兴许是我
们最熟悉的。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老师就一字一句教
予我们“床前明月，春眠不觉晓。“但当时也只是学得囫囵
吞枣，不求甚解。殊不知，唐诗也有它的美丽与哀愁。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王维的《山居秋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天色已
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
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宛若一缕清风，渗
入心扉。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李白的《月下独酌》。月和酒，一直是李白的最爱，
可两者都蕴含孤独，不得志，愁闷之意。前一句“独“，后
一句“孤“，李白在尘世中活得无可奈何，唯一可以陪伴左
右的，只是影子，单薄且虚妄。

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笔下诗句的情感也会迥
然不同。而唐诗，也正因此变的瑰丽多彩。

国学之枝——宋词

宋词从唐诗发展而来，汲取了《诗经》《楚辞》的营养，一
直到现在，仍陶冶着人们的情操。

柳永，李清照，晏殊用柔婉的文笔，细密的心思，写尽人性
感情中委婉哀愁的一面。《雨霖铃》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
离别“在秋风萧瑟时，柳永将自己的真实情感用文字表达得
如此凄婉动人。而晏殊用“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慨问道对美
好景物的留恋。反之，苏轼，辛弃疾的气魄便如虹，慷慨的
高昂之调用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便
能震撼住人心。



国学之叶——元曲

元曲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独特的，所以它才有资格
与唐诗宋词鼎足并举。

从马致远一人，影射出元代作曲家水平之高超。一方面，元
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
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
战斗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这些均是元曲用葆其艺术魅力。

国学之花——文学

我心中的国学，是古代文学这株摄人心魂的美丽花朵。从清
雅的诗经。到瑰丽的唐诗宋词，缠绵的元曲，无一不诠释华
夏五千年的文明。大家也许都读过中国的四大名着，那就更
应能深体会到古代文学的吸引力，且不言水浒红楼的忠义与
酸辛，但是三国里曲折的情节，令人惊叹的韬略，就是如此
引人入胜。何等华丽的辞藻，也难以形容其艺术程度之高。

因此，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国学中犹唯突出的传统学术文化。
它罩着迷离唯美的光环，溢出清淡纯粹的芬芳，却又不失历
史沉香的气息，即使在世界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愿我心中的国学能如冲天的火焰，点燃越来越多龙之
传人的瞳孔!

谢谢大家。

同学们是否知道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词典是什么?它不是中
国的《汉语大词典》，而是韩国编纂的《韩汉大辞典》，它
里面所收的词条和词汇量均比《汉语大词典》多。这不禁让
我想起了几年前的那场官司——中国和韩国因端午节的文化
产权而产生的争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事情呢?归
根到底，这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积淀了众多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经典，涌现出了难以
计数的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优秀人物。
走进经典之中，我们会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咀嚼《论
语》，我们懂得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
之道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我们学会了“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真智慧;我们知道了“逝者如斯夫不
舍昼夜”的惜时如金，我们还理解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勇敢与执著。

走进《史记》，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自黄帝到汉武帝3000多
年的成长画卷，我们更感受到了司马迁身残志坚终成巨著的
顽强与不屈。

吟咏李白，我们惊叹“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的奇特想象，佩服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情怀。
诵读杜甫，我们感动于他身处贫困却思索着“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的博大胸襟。

泛舟赤壁，我们不仅领略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壮美
景观，更感受到苏子身处逆境却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欣赏《窦娥冤》，我们不仅了解了封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
悲惨命运，而且感受到了作者关汉卿揭露黑暗的勇敢与犀利。

阅读《三国》《水浒》，我们感受着战争的惨烈和忠义的价
值。赏析《红楼》，我们在惊叹贾家的奢华糜烂的同时有流
连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

同学们，中华的文化博大精深，我国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
走进其中，你能找到道德的榜样，清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
错误;走进其中，你能领略学习的乐趣，明白什么是忘我，什
么是充实。在经典中，你能感悟到做人的道理，生活的艺术，
文学的境界。



走进经典吧!走进经典，你就能更快的完善你自己，走进经典，
你就能为弘扬中华文化尽一份力。让我们行动起来，走进经
典，传承文化，弘扬传统，完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