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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榔

古朴的村镇成了现代人的文化寻根
之地和乡愁寄托之所。走在细长的街巷
中，摸着斑驳的墙壁，过着缓慢的日子，置
身于一个迥然不同的时空中，放空自己的
身心，这是一个都市人想象中的别样人
生。我们的文化基因中都有一个田园梦，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加深，这个愿
望更加强烈而迫切了。做不了陶渊明，在
古村古镇呆上几天，也算是圆了一回梦。

到了古村镇，参观古旧的老宅是必不
可少的行程。走进每一座老宅，都可看到
世家大族洗尽铅华的落寞身影。他们书
写了人生的传奇故事，给村镇涂上了厚重
的历史底色。这些人大都是从政或经商，
属于走出小地方的时代精英。作为游子，
他们在官场、商海中摸爬滚打多年以后，
便要衣锦还乡，过诗酒林下的田园生活。
富贵而归故乡，这是我们的又一个文化基

因。最典型的要算项羽，底下人劝他镇守
战略要地关中，他不听，就是要回老家，一
把火烧了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富贵不归
故乡，如衣绣夜行”。刘邦做了皇帝之后，
也回了一趟故乡，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洒一把热泪，大有不
舍之意。

另外，我们的文化基因中还有一种强
烈的故土情怀，“胡马鸣北风，越鸟巢南
枝”，即是这种情愫的反映。所以外面做
官、经商的成功人士，千方百计要回到家
乡，建起许多豪宅以及学校、祠堂、戏台等
公共设施。现在值得一看的，也最具有特
色和文化意蕴的就是这些独具风格的建
筑。进士第、大夫第等匾额高悬门墙，不
仅体现了先辈的荣光，同时透露出历史的
悠长。这些建筑虽然历经风雨已失当年
风华，但是，盛世之年留下的流风余韵、豪
迈气象，仍能从一栋一梁、一砖一瓦上散
发出来，足以发思古之幽情。

一个乡村完全会因为一个人的横空
出世而彻底改变，其余荫泽及当今。他们
营造的宅第成为了整个村镇的文化地标，
他们对读书、礼仪、功名、道德等价值观的
倡导改变了乡风民俗，他们带来的都市文
明更新了乡村的文化基因。从某种意义
上讲，这些社会精英前后相继回归故土是
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反哺，使一些山陬海隅
也跟上了历史的进程。在一些有世家大
族的村镇，不仅这些家族的后人能够祖述
先辈事业，其他人也因得享余光而成为一
时才俊。文化的血脉就是这样绵延不绝、
薪火相传。

世易时移，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
留存至今的古村镇已成为吉光片羽，因此
也被地方当作推介旅游的名片。一些古
村古镇在商业包装、市场运作之下，商家
入驻，原住民则陆续迁出，生活其中的生
意人成为一群假装原住民的演员。同时，
所售卖的东西大都变成了现代工厂生产

的整齐划一、批量出产的商品。高度商业
化、娱乐化的古村镇，人流杂沓，沸反盈
天，多少已让乡愁无容身之地。乡愁、传
统是与浓郁的乡音、饭菜的味道、家传的
手艺和节庆礼俗等融合在一起的。古村
镇如果充斥着工厂流水线的商品和纯粹
的生意人，古老的建筑仅仅是货架而已，
商业味盖过生活味，就会失去丰富的生活
多样性和独特的文化肌理。

从历史上看，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
精英群体的存在，对于一个村镇的文化发
展延续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在从村镇
出来的大部分人买的是通向城市的单程
票，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只给故乡的土
地上留下了浅浅的脚印。对故土的频频
回眸，已经挽回不了他们越走越远的身
影。精英回归故土的文化传统已经中断，
以世家大族为主导的村镇结构模式早已
打破，古老的村镇只好交给时间去打理，
新的宁馨儿仍然蹒跚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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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平方

虽 已 上 班 ，年 味 还
在。《重庆晨报》近日一则新闻报道
说，一位女士在 300 个微信群里“只
抢不发”，从年前单位团拜会开始，到
初七上班，竟然“抢”到了近2000元的
红包。恍然间，微信群里“抢红包”
的现象已经走过了 4年。

边陪家人看春晚，边在有一定
关系的手机微信群里发放一定数额
一定个数的红包，这样的图景是大
多数人对于刚过去春节的一份生动
记忆。近日一份《2017 微信春节数
据报告》显示，除夕至初五，微信红
包收发总量达 460 亿个，同比增长
43.3%，再创新高。

为什么人们会对抢、发红包乐
此不疲？就其溯源来说，微信红包
脱胎于传统家庭中的实物红包。其
实严格来讲，正宗的春节红包只有
一种形式，即家中幼辈向长辈拜年
时，长辈用红纸所包裹的压岁钱，属
于中国人家庭内部一种单向的礼物
流动。子孙向长辈拜年以显示孝敬
的态度，长辈发放红包则展示慈爱
的奖励。对于大部分中国人的童年
来说，或许最欢乐、最有成就感的回
忆莫过于在一遍遍数完自己的压岁
钱后沉沉入睡，在梦里都会笑出声
来。同辈亲属甚至亲朋好友之间的
红包，则属于一种礼尚往来的双向
礼物流动，具有交换性和对等性。
但不管是“单向流动”还是“双向交
换”形式的红包，其主要功能都是在
维护大家庭核心血缘关系的整合，
是一种家庭关系的再生产仪式。

事实上，即使微信群里的“抢红
包”再如火如荼、再热闹非凡，非亲
属甚至相对陌生关系的抢、发红包
活动，仍然不能代替亲缘关系间的
红包功能。也就是说，年老的爷爷
奶奶、年长的一辈或许也可以在线
发红包，这种红包依然带有“以慈促
孝”的性质，只不过不再以纸质的实
物形式，而是在虚拟的空间进行而
已。然而，同学好友同事以至一些
业务工作群里的抢红包，则无疑是
一种社交关系的互动，很大程度上
是为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

以 我 亲 身 的 体 验 为
例，在一个包括全国各地
高校教师、一线记者的新

闻业务微信群里，有一群开过会谋
过面的好友，但更多是只耳闻名字
尚未得见真人的同仁，或许平日也
很少互动。但在除夕夜的 8 点~12
点的抢红包游戏中，大家忙碌一年
借此机会放松身心，因而兴致浓厚、
边抢红包边开玩笑，如闻其声、如见
其人，在游戏中展示了自我的形象
性格，在互动中加强了彼此的认知
认识。与文章一开头所提“只抢不
发”红包的女生相比，这样的抢红包
不具有非抢到多少不可的功利目
的，只是一种同仁同好之间的双向
交流活动。因为手气最佳、抢到红
包最大的要再继续发出更大的红包
出来。这样一来，越是手气最佳的
人，最后越是发的多、得的少。因
而，这样一种抢红包俨然属于公益
行为，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

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微信群中，
由于既有台湾、香港、澳门高校的老
师，又有旅居海外或留学国外的记
者和同事，抢红包的价值所在就不
仅仅止于社交互动的层级。更为重
要的是，它是作为“洋装虽然穿在
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一次国族
认同。在这种互动中，没有意识形
态的争吵冲突，没有对于问题的分
歧争论，只有关于抢红包规则的一
致维护，只有对于红包自身本能的
默认。以此看来，红包显然是中国
人的一种特有文化传统，抢红包则
是作为中国人自我身份确认的一种
有效形式。

总之，传统的春节红包只是熟
人社会中亲属关系间的一种交往仪
式，局限于亲缘关系范围、作用却很
强大；微信春节红包则承袭了传统
红包的形式，更倾向于相对陌生个
体间的社交互动。越强烈的社交互
动 欲 望 ，就 产 生 越 多 的 抢 红 包 活
动。当不再有社交冲动，抢红包的
行为就不复存在。也许未来，基于
传播技术而产生的抢红包游戏会逐
渐消失，但红包所包含和彰显的文
化礼仪却会长久地流传，以一种更
新的方式传承开来！

◆张熙

春节期间，央视推出的第二季
《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成为全
社会高度关注并热烈讨论的“现象
级”综艺节目和文化活动。一时
间，诗词大会近乎成为古典诗词甚
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赛幕垂落，诗词大会的影响以
及 对 它 的 反 思 却 并 未 因 此 而 终
止。作为综艺节目的诗词大会和
由此引发的文化现象，带给我们的
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重拾对于古典诗词的
关注和兴趣。毋庸置疑，央视作为
最具影响力的国内主流媒体之一，
在春节假期的黄金时段推出第二

季《中国诗词大会》，不仅恰逢过年
闲娱与阖家团圆之机，更是凭借大
众传媒和主流媒体的力量，将人们
的关注重心和谈论话题重新聚焦
在清新隽永的古典诗词与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上来。

才华横溢、机敏灵动的参赛选
手，端庄得体、洒脱从容的央视金
牌主持人，妙语连珠、风趣幽默的
点评嘉宾，以及极具知识性、竞赛
性和观赏性的节目赛制设计，都成
功地将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重新
推向普通百姓的关注中心。在这
个意义上，“诗词大会”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口碑与收视率齐飞”的视
听盛宴与文化大餐，更是通过其特
有的媒介载体和传播渠道，聚焦公
众注意力和兴趣点，在大众传媒网
络和电视综艺节目的环境中，形塑
着新的文化坐标和文化现象。

其次是继续学习和传承古典
诗词的热情和定力。关于“诗词大
会”，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回到古
典诗词本身及其学习、积累、赏析
和分享的过程。借用本次诗词大
会点评嘉宾蒙曼老师的评述，“中
国人血液中流淌的诗词基因还在，
一旦有一种形式把它展示出来，就
会形成一种喷发。”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汉字、
成语、诗词等形式在内的文化载

体，面对的是现代社会的光怪陆
离，消费社会的逛吃买睡，景观社
会的狂拽酷炫以及移动互联网环
境下大众传媒中无所不在的“痛
点”、“烂点”和“槽点”。

这些凝结着传统文化美感特
质和民族品格精粹的文化、艺术形
式，更是让人们在中华大地的奇伟
秀丽中重新凝聚起民族自豪和文
化自信，在千百年前的诗情画意中
重新找到文化血脉与文明基因。
进而，它又使得社会公众，特别是
在校学生、青年朋友以及关注、喜
爱和认同包含古典诗词在内的传
统文化的人们，将对古典诗词以及
其他传统文化精粹的学习、积累、
运用，通过“诗词大会”的举办和影
响而更加确信、笃定且执着地坚持
下去。

再次是古典诗词本身所包含
的生发感动与精神动力。作为极
具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和内生型的
情感认知，人们对于古典诗词的赏

析和感触，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个
体的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回到个
人对于具体文本、作者、流派以及
穿梭于历史情境和现实世界中的
美感特质的理解和诠释。正如著
名词学大家叶嘉莹先生所感叹的，
中华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绵延千
年而历久弥新、永世传诵，正是因
为它其中所包含着的生命涌动和
情感生发，能够唤起个体内心深处
的感动和力量。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
梦偏痴”，这不仅是叶先生 90 余载
漂泊流离而穷且益坚的真实写照，
不仅是她 70 多年学习、研究、教授
和传承古典诗词的毕生志业，更是
激励和感染每一位诗词学习者、爱
好者和传承者的精神源泉，也是

“诗词大会”在落幕之后能够带给
我们的对于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
的永恒感动和不竭动力，并由此融
入每位当代中国人关于社会问题
的求解和人生问题的求索之中。

◆本报记者陈妍凌

许多人朋友圈最近被《中国
诗词大会》刷屏了。这档围绕记
诵品鉴古诗词展开的文化节目，
被一些网友称作“综艺清流”。

仔细回顾，不难发现，近几年
出现了不少以传统文化为主打的
文化益智类节目，如从 2013 年首
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
英雄》，到后来的《中国谜语大会》

《中华好诗词》《中国成语大会》和
《中国诗词大会》，正逐渐成为大
众热议话题，更是掀起人们学习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

收视率话题度双高

一份收视数据显示，《中国诗
词大会》今年 2 月 7 日收官战的播
出收视率排在了实时的第一位，
市场份额远超第二名 30%，将《孤
芳不自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等一众热剧都甩在了后面。

无独有偶，《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中国成语大会》等一众文化
综艺节目也都收视上佳。例如，
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2014
年夏季开播。在暑期档众多以娱

乐为主的大型季播节目的收视环
境下，单期最高收视率达 1.33 %，
仅 次 于《爸 爸 去 哪 儿》第 二 季 和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而 2016 年
初小年夜收官的《中国成语大会》，
则在央视网络春晚、《少帅》等热门
节目的围堵下，一举夺得全国机
顶盒酷云数据收视率全网第一、
市场占有率突破 12%的佳绩。

在网络上，这些节目不仅视
频点击量高，还高居话题榜。在
新浪微博上，“中国诗词大会”的
话题阅读量超过了 1 亿次。有网
友感叹，如果没看过诗词大会，最
近都没法和周围人聊天了。

知识性娱乐性同在

这几档节目的共同感召力在
于传播中华文化的节目内核。汉
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唤醒键盘
时代人们的汉字书写危机意识，
成语大会和诗词大会等则激活了
大众的诗文情结。在此基础上，
节目辅以轻松、活泼的形式，让知
识学来有趣有味。

以《中国成语大会》为例，为
了让节目更活泼，节目选词既有
远方、容止这样古意而典雅的主

题，也会设计靠谱、点赞这样口语
化的主题。

同时，节目主持人、嘉宾和选
手 也 不 拘 于 正 襟 危 坐 地 传 道 授
业 ，而 是 成 了 接 地 气 的“ 段 子
手”。在节目第二季中，一对选手
搭档猜成语“相貌堂堂”。负责比
划的女选手紧张之下，指着自己，
提示队友：“形容一个人长得很好
看。”队友猜成：“貌美如花。”男主
持人张腾岳打趣这位女选手，相
貌堂堂一般形容男人，“你应该指
着我。”现场观众纷纷笑开，气氛
活跃。而在随后的节目中，当众
人 谈 到 魏 晋 时 期 看 杀 卫 玠 的 典
故，点评嘉宾郦波则补充道，在那
个时期，不以相貌堂堂形容男子，
而是貌美如花。主持人和观众皆
是一惊，恍然大悟。

诚 然 ，这 些 节 目 并 不 完 美 。
《汉 字 英 雄》中 ，评 委 将 蹴 鞠 的
“蹴 ”读 成 了“就 ”；《中 国 诗 词 大
会》被指诗词记诵有余而创作不
足；《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也被批
考点太生僻，缺乏实用性。不过，
种种不足不能掩盖这些节目抛砖
引玉的示范作用。它们让公众领
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激发人们
开卷读书的欲望。

本报讯 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
李春元创作的雾霾三部曲之三《霾爻谣》近
日出版发行，标志着这3部反映京津冀地区
向污染宣战的纪实小说完成整体创作。

雾霾三部曲《霾来了》、《霾之殇》、
《霾爻谣》共计 96 万字。与前两部相比，
《霾爻谣》情节更复杂、环环相扣，故事更
生动，任务更饱满，焦点更鲜明，治霾经
验也更实用。小说弘扬美德，倡行法理，
把治霾正能量融入时代，接足地气。

故事围绕“精准治霾、专家引路”、
“环保监察、监测上收”及“公众深度参

与、树立持久治霾信心”等角度展开，全
方位展现当代环保人的担当与奉献、公
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描绘了美丽
中国梦正在变为现实的壮丽图景。

雾霾三部曲是李春元利用业余时间
创作完成的。他在廊坊市环保局负责分
管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监测和环境宣教
工作，并同时担任廊坊市大气办专职副
主任。工作上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他的
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小说《霾来了》《霾之殇》已
先后 6次加印 10余万册。

春节微信红包成为“年俗”

仪式继承下的社交互动？

环保局长为战霾续添文学利器

纪实小说《霾爻谣》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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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富有文化内涵又展现娱乐竞技

文化益智节目涌现“综艺清流”

“诗词大会”唤起内心深处的感动

文化热点 新风尚

文化动态

楼
上
听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