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大全10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早上好!

当时间的沙漏漏下最后一粒沙粒，金子的本色才会如此灿烂;
当贝壳的泪痕划过最后一瞬，珍珠的色彩也会如此耀眼。当
六年的养分在体内积累，毛竹的生机也会如此蓬勃。

正是由于历史的洗礼，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最终诞生了华
夏女儿的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
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材料中所说的那个歌星的经历，正是由
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形成的。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现如今，知道重阳
节的人越来越少了，知道感恩节的人越来越多了;知道情人节
的人越来越多，可知道七夕节的人越来越少了。对于我们先
辈留下来的许多传统节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几乎全都置于
脑后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崇洋媚外吗?这难道是我们口口声声
说到的责任感吗?然而，我们身边其实有许多人在为我们做榜
样，他们能坚守自己的信念，鼓励人们学习继承优秀传统文
化，学者马寅初不就是吗?他积极提倡我们青少年应当多多学
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世界正在多元化，但是，我们
传统的中化文化不能丢!因此，我们是否想过，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否会被他国文化所取代?这个答案须靠我
们用行动来回答。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继续发展的基石，
是我们共同保护，共同继承的使命。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坚定信念，共创美好未来!忆往昔，
若不是司马迁的沥尽心血，怎会有《史记》的鸿篇警后人，
若不是李时珍的跋山涉水，怎会有《本草纲目》的福祉遗万
年代;若不是曹雪芹的五次易稿，怎会有《石头记》的哀婉催
人泪?看今昔，是谁苦心钻研十余载，终使两星成?是谁奋斗
十八年，终抱金牌归?是钱学森!是申雪与赵宏博。他们是继
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坚定，他们是传承了中华传统文
化典籍中的不懈。正是由于继承和传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和精神，才使得他们能够这般坚定，这般执着。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虽如一根小小的火柴，但仍能点亮
一片星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虽如一片绿叶，但能点
缀整个春天;传统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虽若驾一叶扁舟，但仍
能惊动一片大海。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生命的支撑，成功的基石。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马年伊始，中央台推出了家风是什么的民间走访活动，这一
话题也得到人们的热议以及社会人士的好评。

一般来说，家风都是些比较正义，比较美好的词语形容的，
比如诚信，自强，老实，孝顺等等。我还记得年后某夜晚一
家子围坐在电视机旁谈心时，爸爸也适时问我：“你说说我
们家的家风是什么?”我想了想问你往日的一些琐事，父母对
我如何教育，悉照他人的一些说法一一把我的想法细数出来。



都是些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恰恰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从而折射出我们的家风。父亲朗然大笑，褒奖了我的小机灵。

其实，回归正题。家风是对中国数千年来优良传统文化的一
种良好的传承。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一个人在家
庭里所熏陶的比学校里的各种人所感染形成的性格会有所不
同。家风就像基因一样，是一个家庭独有的特色，这样的家
风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独立性、特殊性。亿万个家庭，亿万
种家风，这样凝聚为一体便是我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作为新世纪即将的领头人，我们应承担好这一家风，将它们
完美地凝聚为一体，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风，发扬光大。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里，我们要收获的不仅
仅是美味的月饼，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取的我国的传统文化，
作为新一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无疑是我们的重任。

中秋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它的历史悠久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
经历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演绎的辉煌路程。早在《周礼》
一书中就出现了“中秋”一词，这个节日蕴涵的丰富民族文
化，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一个传统的团圆日子，中秋节更
是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赏月，谈笑。因此才在这样一个节



日，发扬敬老孝亲，感恩父母的美德，也应该是中秋文化的
范畴。中秋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日。古往今来，关于中秋
的诗词数不胜数，无数文人墨客在中秋留下了千古名篇，给
中秋赋予了一种唯美的浪漫色彩，这也是我国的传统文化。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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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
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这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
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
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
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
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同学们，让我们从现在做起，继承
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我们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
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扬，
在发扬中继承。

谢谢大家!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四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传承传统文化，发扬感恩精



神》。

人间三月芳菲始，又是一年清明时。本周末就是一年一度的
清明节了。清明节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也是二十
四节气之一，一般在每年的公历四月五日前后。清明一到，
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有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又因为清明节雨水纷纷，因
此又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千古名句。如今，
清明节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国家
法定假日。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肯定。

而对于国家，对于我勉大青少年学生而言，清明节更是缅怀
革命先烈，激发爱国思想，学习革命精神，继承烈士遗志的
重要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站在这由革命先烈的鲜血
而染成的五星红旗下，是否会想到，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用他们宝贵的
青春和热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正是无数
革命先烈的壮烈牺牲，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美好和平的环境，
才有了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同学们，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没有被战争的余波波及，更
体会不到战争的困苦与磨难。但祖国的发展需要我们继承先
烈们为国为民，舍身捐躯的精神，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增长
才能，怀有足够的信心与决心，去完成、去开拓革命先烈未
尽的事业。

清明节传承至今的祭祖扫墓活动，体现了中国人感恩、不忘
本的道德意识。其中所蕴含的感恩、和谐、积极、新生的内
容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因此，清明节不是一个哀伤的节日，
而是庄重、感恩、怀古的节日。如今，清明节已有了新的，
不再是简单的扫墓，更重要的是传承感恩的精神，学会在生
的世界里，感谢我们的父母以及所有爱我们的人。



对于我们而言，孝敬父母就是对他们的感恩。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专心听父母说话，听从父母的正确管教;常对父母汇报自
己在校内外的各种情况;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关心父母健康
等，都能将我们的孝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真正地感恩父母。
星期天就是清明节了，每年清明节前后，人们总是扶老携幼
集中出行，大量人流、车流致使交通拥堵现象严重。在市区，
一些群众在马路边、广场、花园、小区随意烧纸放炮，不仅
污染环境卫生，而且给市民的生活带来影响;在农村，田间地
头、山冈山坡上烧纸放鞭，烟雾缭绕，引发森林火灾的事件
时有发生。 这些都需要大家共同关注，高度重视。今天我就
清明节祭祀活动谈几点建议：

1.请同学们尽可能同家长一道参加清明节祭祀祖先活动。清
明节祭祀不是一种迷信活动，而是家人对已逝去祖先的怀念，
缅怀他们对后人、家庭及社会所做的贡献，激励后辈向他们
学习，努力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国家为清明祭祀设定了法
定假日，说明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活动，值得我们提倡、参
与、弘扬!

2.同学们可利用这次清明节祭祀活动，走进广阔大自然，亲
切拥抱大自然，去仔细观察、用心思考、不耻下问、勇于探
索，一定会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去用心感受阳
光的温暖、清风的拂面、溪水的歌唱、花草的芬芳，陶冶自
己的情操，激发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的情感。

3.请同学们参加野外活动时不要擅自带火种(打火机、火柴
等)，同家长一道祭祀时千万不要烧纸、放炮，建议家长尽量
改变传统祭祀方式，可以考虑改用鲜花或者水果祭祀等。

同学们，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在家庭做孝敬父母、关怀他人
的美德少年;在学校做团结友爱、创新进取的好同学;在社区
做讲究文明、保护环境的好公民;以实际行动把这种文化传统、
感恩精神发扬光大，不仅是在清明节日，更能运用在日常生
活中，让感恩精神永伴你我!



我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五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诵读经典文化 弘
扬民族传统。

同学们，你们读过《三字经》吗?读过《弟子规》吗?读过
《千字文》吗?读过《唐诗三百首》吗?看来同学们还是读了
不少经典文化书籍。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书籍，我们称它们
为中华经典文化书籍。除了以上这些书籍，还有很多优秀的
中华经典文化书籍，比如：《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诗经》、《增广贤文》、、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等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录
了我们民族的感情和精神，见证了民族的灾难和复兴，它以
独特的教育功能，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同学阅读背诵的一些经典，比如《三字
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弟子规》、《唐诗三
百首》等等。现在我想考考大家，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行
不行?。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
仪。

《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 ，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
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事实证明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



极为优秀、美好的特质，越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越显示了它
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中国文化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孔孟思想
是最好的人学，揭示了做人做事的根本规律，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在中华的传统文化里，除了有做人
做事道理的孔孟作品以外，还有像《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资治通鉴》《战国策》《史记》《吕氏春秋》等等奇谋妙
术的典籍，可以说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我们都能学到有用
的文化知识。

从20__年开始，我们学校领导就已经决定，在全校推行诵读
经典的教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校园围墙上到处都写
上了中华传统文化名言名句，还配有生动的图画，我们的老
师也在引导同学们诵读各种经典文化书籍。

在日后的教学中我们学校还会引导大家开展各种经典诵读活
动，让大家能够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自在遨游。最后，我想
引用一幅流传了很久的对联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古今来许
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我愿意与同
学貌勉。

我今天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六

师生们：

大家早上好！

第一，端午节是纪念诗人和爱国的节日。因为爱国诗人屈原
看到国破民亡，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屈原沉入河中后，古人
将竹筒装米放入河中，数千条船燃起熊熊大火，呐喊鼓噪，
以吓跑恶龙，从而表达对屈原的敬意和怀念，后来演变成吃
粽子、赛龙舟的习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屈原的爱国情怀



与端午节的人文内涵密不可分。端午节已经成为中国人传达
爱国情感和精神的重要仪式。

第二，端午节是健康的节日。端午节前后春夏交替。天气炎
热多雨潮湿，蚊虫滋生，病虫害增多，是传染病高发时期。
为了避免疾病，古人在端午前后插入艾叶，悬挂菖蒲，驱蚊、
蝇、虫，净化空气。

端午节时，大人要喝黄酒、菖蒲酒驱蛇驱虫，小孩要佩戴含
有朱砂、香草的香囊，以防疾病。

这些习俗表达了古代人抵御瘟疫、祈求健康与和平的愿望。
这样看来，端午节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节”。

第三，端午节是一个体育节日，因为人们在这一天在水上赛
龙舟。赛龙舟是一项极具气势和合作精神的竞技活动。端午
节可以促进群众水上运动，强身健体，团结人民。现在龙舟
比赛已经逐渐演变成一项国际体育赛事，起到了友谊纽带的
作用。

第四，端午节是一个美食节，因为我们想吃美味的粽子。粽
子被官方指定为端午节食品。人们泡糯米，洗粽子叶，包粽
子，粽子的颜色多种多样。形状有四角形、圆锥形、菱形，
还有用竹筒米饭封烤而成的“筒饺子”。

从馅料上看，北京大枣饺子有许多北方的小红枣；在南方，
有许多馅料，如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其中，浙江嘉
兴粽子是代表。可以用香叶和好吃的饺子来形容。

同学们，中国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文化内涵丰富。因为地域
不同，地方风俗略有不同。一些传统习惯已经淡化了很多。
今天，在国旗下发言，我们理解端午节文化，希望我们能成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让我们以尊重的态度积极学习和保护
我们的传统节日和文化，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的风采！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七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说起传统文化，我们并不陌生。中国是五千年的文化大国，
从孔孟之道到庄老学说，从食品节日到风俗衣着，从诗词歌
赋到乡音故里，传统文化俯仰皆现，令我们耳熟能详。它一
面似阳春白雪，有着常人不敢企及的雅趣，一面又似下里巴
人，有着大众不屑一顾的繁缛。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就
处于这般尴尬的境地，不远不近，不虚不实，不弃不留……。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传统文化是越来越迫切被体现、被表
达。多年来，我一直谨记着祖辈的教谕：你的孩子一生中会
有无数次的竞争，这些竞争是输是赢，并不很重要。唯一重
要的竞争是，不能让你的孩子在道德品质上输掉！

传统文化于我们的亲子教育、家庭建设而言，更是最好的家
风、家规。每次通话后对孩子的一声“我爱你”、每周六晚
睡觉前的一句“晚安，宝贝”、每次相互帮助后的一声“谢
谢”，都会让我们的唇齿和心灵留香！让爱的文化、感恩的
文化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温暖地传承着。无论是逢年过节的相
聚问候，还是尊老爱幼的真切情意；无论是勤俭持家的优良
家风，还是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都会使得我们的家庭更和
谐、家校更凝聚。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有很多硬实力可以与世界
大国比拼，而我们的软实力——传统文化，还能更胜一筹。
我们何必要舍近求远，羡慕别国的精彩呢？我们只需捡拾起
这些传统文化的花瓣即可！让墙内开花墙外香，让满园春色
关不住，让满园花香沁人间！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



抓住了传统的精髓，世界就在我们手中！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八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在国旗下讲的主题是《学习传统文化 提
升个人修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拥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史，形成
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应该
立足于我们的实际，切实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提高我
们自身的文化修养。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
那么首要的是修身—————即修身养性！怎样才算修身养
性呢？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我们必须
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文化精华，丰
富自己，充实自己。将知识化为动力，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
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
更好地去学习，来提高自己，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进一步提高我们的
文化修养，从而更好的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风气，在此
特向同学们发出以下倡议：

1、要懂得尊敬师长、知书达礼。俗话说：百事孝为先，百善
孝为先。尊敬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今天尊敬师长
的传统美德更应该得到提倡和发扬，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
的风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又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国
人民从来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席以待 程门立雪三顾
茅庐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在历史上广为传诵，深刻



反映了这一点。所以同学们要知礼，讲礼，对人彬彬有礼。
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
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
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素养对于一个人乃至
一个民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3、增加个人兴趣爱好，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多看书，多实践。

4、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应变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
判断能力，做个有责任、有文化、有素养的学生。

同学们，从你我做起，学习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提升
个人修养，努力成为新一代出色的青年。

我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九

尊敬的老师：

你们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近年
来，我们有幸接受越来越多的感恩教育，这是公民道德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份。要进行道德教育就无法离开中华传统文化
的教育。

中华文化的境界是和谐，要和谐就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
而不是去破坏自然，去“人定胜天”。我们把天地比作父母，
感恩大自然赋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感恩大自然赋
予了与人类生生不息、和谐相处的万物。有了这份感恩之心，
我们就会赞美天地、赞美万物，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
我们人类长久生存的金钥匙。1988年，75位诺贝尓奖得主在
巴黎发表联合宣言：21世纪的人类要生存，必须从两千多年



前的中国孔老夫子那里汲取智慧;二十世纪70年代，英国大哲
学家汤恩比教授说：要解决21世纪的人类问题，只有孔、孟
学说。这些世界顶尖级的人物，懂得我们中华先祖留下的文
化是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与大道，
而我们更应感念祖恩，以中华文化之精神，重视我们的地球，
重视我们的家园。

念及恩情，大莫过于父母的生养之恩。“大爱无疆”、“大
道至简”、“大恩不言谢”;要真知和践行感恩，莫过于孝。
如果说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尽孝，那么很难相信他能
对别人真诚。没有真诚就谈不上信用。孔子说“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告诉人们要从真诚开始，自立于社
会，成就于和谐，践行人性向善、择善固执、止于至善。孝，
要有一体的观念，懂得孝就是要懂得感恩，把一体的观念落
实到生活、言行中就是孝道。我们从对父母开始尽孝心，然
后推广开来，对兄弟姐妹、对所有的亲人也有这样的爱心;对
老师同学、对领导同事、对社会大众，不管到哪里，都用这
种爱心对待所有的人。宇宙万物与我一体，爱别人就是爱自
己。孝是感恩，孝是仁爱。真正懂得孝的道理，懂得感恩的
情怀，就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孝的延续，不仅爱现在的大众，还要爱未来的大众。我们要
关照未来，不能因为眼前的享受而把子孙未来的资源糟蹋了。
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大自然的
资源被破坏，将来吞咽这些苦果的必然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长久发展，就要对自然有恭敬心、感
恩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心存感恩的心，感恩自然，感恩父母、
亲人，感恩社会。孔子的门人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何谓“忠恕”?尽已之为忠，就是要竭尽自己之力认真
对待每一件事，善待同学、同事、亲朋好友;“恕”寓意“如
心”，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有
了“忠恕”之心，就能认真对待工作，处理好各种关系，就



能够“团结干事”。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自立于社会，成
就于和谐。

弘扬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十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上下五千年，中国一路风尘仆仆走来，脚下踏的是深厚的文
化底蕴。但在今天，一提及中国传统礼仪，大多数人并没有
什么清晰概念，甚至则一位这种传统礼仪人化是过时的东西。
因此，中国礼仪文化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以往与不屑。

然而，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处理人际
关系的实践结晶，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

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为求的正确答案一起去老师家请教。时
值隆冬，天寒地冻，来到程家时，适逢先生坐在路旁打坐养
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老师，就恭恭敬敬立在门外，等候先
生醒来，过来良久，程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
的杨时，只见她遍身披雪。脚下雪已有一尺多后了。此
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了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礼仪是律己，进人是一种规范，是表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古
人云“不学礼，无以立”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
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

东汉黄香仅仅九岁，就懂得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在冬天严
寒之时，就用自己的身体将父母的被子温暖后，再请父母安
寝;在夏日炎热之际，则用扇子给父母扇凉驱蚊，以侍奉父母
安寝。黄香温席是在中国传统孝之礼仪，孝顺父母，从小事
做起。



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较之过去更为雄厚的经济基
础来孝敬老人，心已经没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
有力无心。

唐朝贞观年间，西城回纶国是大唐的藩国，一次，回纶国为
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带一批珍宝见唐王，其中最珍
贵的是白天鹅。途中，白天鹅不谨飞走，使者只拔下几根鹅
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使者在担心害怕之余吧鹅毛献给了
唐太宗，唐代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忠诚老实，不辱
使命，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干为流传
开来。

中国传统礼仪，应是体现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传录它可以
使我们的礼仪化发扬光大。

传统礼仪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塞，中
国只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中国传
统礼仪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国人和海外人引来容耀和自
豪，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凝聚力，没有它，国人将迷失自我;
没有它，中国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纵观古今中外各国发展，世上没有一个民族失否定自身传统
礼仪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的优秀的传统礼仪是
过时的，有害的。而传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是每个华夏儿
女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地大声说：“我是中国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