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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2 月 14 日正好也是农历正月十五，这
个 19 年才能发生一次的“巧遇”，让家住北京的
一对新婚小夫妻高远和李茜这两天闹起了别扭。

这一天怎么过

妻子李茜毕业于外语院校，喜欢西方节日
的时尚浪漫，尤其对每年的情人节非常重视。前
几天在西直门一家商场逛街时，李茜看到商场
打出的广告，称情人节当天商场一层大厅会有
一系列特别活动，而且楼上的牛排餐厅也推出
了名为“私人定制情人节”的抽奖环节，这让李
茜心动不已。

逛街、做游戏、抽奖，再美美地享受一顿烛
光晚餐，李茜心中的情人节正应该这样轻松而
浪漫。可是，当李茜把这些设想对高远说的时
候，却意外地遭到了反对。“那天也是元宵节啊，
我们应该回到家里和父母在一起吃元宵吧。”高
远坚持道。

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最后终于想到了
一个折中的办法，微信中调侃的段子在现实中
上演：中午过二人世界，一起去吃西餐，而晚上
则回到父母家，陪父母一起吃元宵、看电视。“两
个节日在同一天，我觉得还是元宵节更重要吧。
因为我们结婚之后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
少，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高远说。

情人节撞上元宵节，和高远、李茜一样纠结
的年轻人并不少，而纠结的背后是中西方节日
在当前中国年轻人心中的博弈。

自改革开放起，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
少西方节日作为舶来品也逐渐进入到普通中国
人的生活中。从最初的猎奇心态，到如今被卷入
消费狂欢之中，西方节日在中国大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也逐渐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
习惯。

每到圣诞节、情人节等在中国流行的西方
节日来临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主要商业区
灯火璀璨，餐厅人满为患，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聚
集在一起参加各式活动，节日气氛甚至比有些
中国传统节日更加浓烈。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突然发现，与世界发达
国家相比我们竟然落后那么多。于是，崇洋的观念
兴起，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出现了最大的知识分
子出国潮。那个时候，洋节进入中国，大家觉得又
新鲜又快乐。后来，由于我们对英语教育过分强调
等原因，洋节更是变成了新潮、时髦的象征，受到
城市里年轻人的热捧。”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
院教授刘晔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洋节为何这么火

西方节日根植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宗

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土壤之中，是西方民众生
活的一部分，其存在和发展需要文化内涵的认
同作为支撑。但这些节日为何在漂洋过海到达
另一套文化体系的中国之后，能够迅速盛行起
来，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这其中又有何社会心
理和文化上的深层原因？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认为，这首先
要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说起。“总体上来说，任
何一个文化都处在与外部进行交流的状态。近
代以前，我国对外的文化交流是在比较正常的
状态下进行的，通常是边境上的通关互市、文化
上的你来我往等。但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西方国家用军舰、大炮把
中国的国门打开，外国强势文化由此进入中国。
那时，一些偏激的知识分子把政治、经济、军事
等方面的危机全部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上，对
本国文化不仅厌恶，甚至仇恨。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同样面临着中外巨大的落差。近代以来这
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着我们此后的社会文
化心理。”

从文化特性的角度来说，北京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王娟认为，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还与
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密不可分。“中国传
统文化对外来文化不仅不排斥，反而非常热情，

异文化的不断进入，补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
液。”王娟说，“但是，对于外来文化，中国文化从
来不会原样照搬，而一定是在中国的文化范围
内赋予它新的意义。”

王娟同时也表示，当下西方节日在中国受
到热捧，也许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某一个特
定群体的标记。

对此，刘晔原给出了更具体的解读：“比如，
西方的情人节只是在中国城市里一些小资青年
中盛行，以高校学生为主，因为他们学习过外
语，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认为西方节日代表着
新潮与时尚，所以他们会去过洋节。而一般的民
众，尤其处在社会中下层者，很少有人去过洋
节，尤其是情人节。”

传统文化如何传承

近些年来，西方节日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已
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思。同时，很多人把目
光转移到了与此相对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现状
的观察和思考中，保护和宣传中国传统节日文
化，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无论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真正了解和喜
爱，还是纯粹只为了赶时髦、凑热闹，城市中的

年轻群体已经成为过洋节的主力军。相比之下，
他们对于中国传统节日及其文化内涵的了解和
热衷程度，却令人担忧。

“在过去，传统节日习俗不用刻意强调，因
为它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是言传身教的结
果。”刘晔原表示，“但现在的教育体制把年轻人
格式化了，传统文化在我们的课堂和书本上缺
失了。”

“在小学课堂上，我们就可以开设一门中国
传统文化的课。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真
正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弄清楚传统节日
及习俗的来龙去脉，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舞
龙、舞狮这些传统活动也可以进入到学生的课
程中，这对孩子体力、灵活性、耐力和合作能力
都会有很大帮助。”彭林也建议，各地方也可以
开发具有自身特点的传统文化活动，动员家家
户户来参与，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增加文化认
同和凝聚力。

而刘晔原更看重媒体的力量，“现在是个
传播的时代，中国的节日要有中国式的表达，
在传播传统节日方面，媒体还有很多空间可以
发挥。一些明星也可以为传统节日做代言，让
中国传统节日变得时尚起来，吸引年轻人的目
光”。

最近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今年元宵节和情人节是同一
天，是陪家人过还是和情人过？正确答案：领情人回家过节。

正月十五中国传统元宵节，恰逢今年的 2 月 14 日西方情人节。当欢天
喜地的中国团圆遇上浓情蜜意的西式浪漫，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咬文嚼字》挑错央视春晚
春晚结束后的几天里，《咬文嚼字》编辑部的

电子邮箱收到了成千上万个“咬”的意见。《咬文嚼
字》执行主编黄安靖列举出三个确实存在的差错。

一是字词问题。在合唱《光荣与梦想》结束后，
张国立说：“这雄壮的歌声，真是听得让人血脉
p佶n 张啊！”此处未出现字幕，正确的写法是“血脉
偾张”，“偾”应该读 f侉n，意思是“奋”“起”。张国立
读错了。二是搭配错误。开场歌曲《想你的 365 天》
里有一句歌词：“当看过这世界的每片沧海桑田，
最美的还是家的屋檐。”黄安靖说“沧海桑田”不能
用“每片”修饰。三是常识问题。短片《“春晚”是什
么》最后一幕的文字显示：“春晚是想你的 365
天。”民间确实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说法，但
这个“年”是公历年，而“除夕”“春晚”是农历年的
特定日期。今年是马年，有个闰九月，共计有 384
天。这是把公历年和农历年弄混了。

不过，黄安靖称，央视春晚的文字水平正在
逐年提高，《咬文嚼字》“咬”的这些年里，冯氏春
晚是差错最少的一年。

点评：《咬文嚼字》挑错不是什么新鲜事，选
择传播广的媒体挑错，自然也是希望将正确的传
播更广，这常有给大众上了一课的感觉，总归是
件好事。

北大欲“培养作家”引争议
继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创意写作

专业后，北京大学中文系今年正式招收“创意写
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文系 2014 年招
生目录显示，本届北大中文系共招收硕士 90 名，
其中包括专业型硕士生（创意写作方向）40 名。

消息出来，再次引起质疑：作家能够靠专业
训练培养出来吗？创意写作专业要培养的又是怎
样的人才？

创意写作在英美国家有着悠久传统。1936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创立了第一个创意写作工作
坊，被称之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对当代作家最
大的文学支持体系”。这个每年由政府投入 2 亿
美元的巨型合作体，为美国今日的社会文化奠定
了重要基础，培养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家。

相较于美国高校创意写作的悠久历史，国内
这一专业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应该招
收具备何种素质的学生、哪些人具备当老师的资
质、课堂教授哪些内容、采取何种教学形式，这些
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点评：对于国外创意写作上的成功，我们不
能只看他们培养了哪些知名作家，更重要的是其

“为美国今日的社会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所
以，重要的是，国内创意写作的培养方向是什么，
当然，肯定不能是为了诺贝尔奖。

北京地坛庙会首次移师台北
2 月 6 日傍晚，第 29 届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刚

刚在北京落幕，参与庙会的 90 多位摊商和演员
即星夜赶往台北。

2 月 7 日近 18 时，台北花博公园争艳馆，北
京、台北两地嘉宾共同敲锣，地坛庙会的台北之旅
正式开始。也就几分钟工夫，从小吃到年货，地坛庙
会各个摊位前便人挤人、人挨人，围得水泄不通。

北京红灯厂摊位上，红灯、宫灯、彩灯等十余
款传统花灯花花绿绿，是台北市民拍摄照片的最
佳主角；面人彭的摊位主打一款在半颗核桃内镶
嵌的微型面塑“马上有钱”，台北市民评价“太 Q
啦”；北京绢花艺人则带来传统的黄色绒鸟，则被
不少台北市民觉得带来了春的气息，大受欢迎。

点评：过年就图个热闹，这是中国人一直以
来的习惯。将北京地坛庙会移师到完全不搭的台
北，保留了热闹，台北市民看到的只是可以参与
的表演，而不是传统民俗活动。

国内馆藏文物腐蚀率过半
目前，我国博物馆馆藏文物腐蚀率超 50%，

然而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仅占博物馆业务
经费的 5%左右。

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近年来，国
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专项调
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国有文物收藏单
位进行此类科学技术基础专项调查。

调查历时 3 年，涉及全国各地 2803 家国有
文物收藏单位的 1470 余万件（组）馆藏文物。调
查结果显示，文物腐蚀损失状况相当严重。

单霁翔介绍，除了文物藏品的腐蚀问题外，应
用科学技术实施文物科技保护方面也存在突出问
题。科学研究基础设施不完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
制不适应等障碍，使大量实用技术停留在一般性
应用层面，而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利用不足。国内亟
须能够承担中国文物藏品科技保护的国家基地。

点评：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制度、技术甚至
工作人员的素质等都是造成损毁的原因，不过只
有相关政府部门和博物馆工作人员重视了，藏品
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可作为没有盈利的文化单
位，怎么重视也是一个问题。

史上最牛春节档
2014 年的春节档被不少人称为“史上最牛春

节档”。正月初一至初七 7 天长假，全国电影票房
高达 14.1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到 86%。
其间，全国共计放映电影 84.3 万场，观影人次近
3900 万，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66%和 98%。其中，
电影《大闹天宫》以 6.12 亿元的票房排名榜首，

《爸爸去哪儿》以 4.68 亿元紧随其后，携手成为这
个档期最大赢家。

然而，在高票房背后，是被观众诟病的影片
质量。《大闹天宫》被指“特效细节不到位，剧情颠
覆不合理”，而《爸爸去哪儿》则被指“粗制滥造，
不是电影”。《前任攻略》《澳门风云》等其他春节
期间上映的电影也遭到了不少批评。

点评：以前的贺岁档，现在的“合家欢”春节
档。作为娱乐方式，这些电影充分发挥了观众在
这个时间段所需要的热闹、喜庆等元素。虽然电
影质量与消费不对等，也不能期待更多电影加入
后观众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就热闹、喜庆吧。

栏目主持：喜平

文化微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娟：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西方节日
在中国只是一种时尚，实际上并没有文化基
础。打个比方，如果说中国的节日像一日三
餐，那么西方节日就像一块点心。我们可能会
因为好奇而去尝试西方节日，但却很难把它
完全变成我们的生活。而相比之下，中国传统
节日的文化内涵却早已内化在饮食等各种外
在形式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西方节
日要对中国文化形成冲击，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西方节日的盛行，有可能会造成人
们过分崇尚西方的倾向。但另一方面，西方文
化中优秀的部分，包括那些我们自己想象出
来的优秀方面，也会促使我们进行自我反思
和批判，进而把它转化成一种营养、能量和动

力，来弥补我们自己文化上的一些缺陷。所
以，我们还是要怀有乐观的态度和开放的心
态，不必过分忧虑。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刘晔原：

我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以元宵节和情人
节为例，西方的情人节只是在城市里一些小
资青年中盛行，我们理解为年轻人自己的快
乐。而相比之下，元宵节是普天同庆的节日，
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底层，从孩子到老人
都要庆祝，那才是真正的全民节日。

而且，现在元宵节的活动也非常红火，吃
元宵、赏灯、猜灯谜等等，那是大家春节庆祝
活动中最后的庆典和娱乐。无论从普及程度、
活动内容还是参与人数上来讲，情人节都很

难与元宵节相比。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

我基本同意这样的观点，我国的传统节日
在式微。当然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
强，国家尊严逐渐提升，人们开始希望找回自己
的节日和文化。然而，现在我们把经济的作用夸
大到了最高的位置，任何东西都要与经济挂钩。
传统节庆成了假日经济，文化成了幌子。我们不
是没有节日，而是丢失了传统节日内在的文化
内涵，只剩下旅游、饮食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节日文化里面一定要有魂，要能够唤起
大家的文化认同。我们对于自己的母文化，更
要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只有将这种观念牢
牢树立起来，我们的民族才能有凝聚力。

同题问答

记者手记

当元宵节遇上情人节
姻本报见习记者张文静

传统节日是什么
姻张文静

春节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参加了
中央电视台一档叫作《文明之旅》的节目，讲述过
年的学问。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大年初二，一位美
国华人联系到了他，对他表示感谢。

那位华人说，他的孩子原来问过他，为什么
中国的新年要比美国的晚一个月？为什么不在一
起过？又问他什么叫爆竹？那个东西又不是竹子，
为什么要叫它爆竹？看了彭林的那期节目，他和
孩子了解到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他孩子还
说，以后一定要回到中国，要好好学习汉语，学习
中国文化。

“我没想到，我讲的这些东西还有点用处。”
彭林感叹道。

听到这段小插曲，让我不由得想起台湾作家
龙应台的一篇文章《文化是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面对“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

宏大的命题，龙应台选择用一场戏剧演出说起。
那一年，龙应台带着 85 岁的父亲去看《四郎

探母》在台北的演出。这位 16 岁就在湖南走进战
争的炮火中、离开时尚且来不及向母亲告别的老
人，泪流满面。

龙应台意识到：“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
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
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
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
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
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
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
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
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传统节日不也正像
《四郎探母》一样吗？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这些节日以及与之相伴的习俗，作为中国文化的
一种外在表达方式，成为了人们寻找文化和身份
认同的一条途径。

经由那些不断重复的仪式和象征物，人们一
次次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起来，从而完成中
华民族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传递与继承，无论
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采访中，一位正在美国实习的年轻人对我
说：“元宵节因为要工作，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庆祝。只是自己买了元宵，过节那天会自己煮着
吃，就像除夕那天自己煮了饺子。过年时吃到了
传统的食物，也就有了过节的感觉，不会觉得自
己错过太多。”

一盘饺子、几颗元宵，文化其实早已内化在
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事物中，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吃了饺子，就过了年，这是在无意识
中履行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最朴素的表达。

传统节日是什么？是我们的魂，是我们的根，
是我们的共同记忆，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是我们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可能是一盘饺子、几颗元宵。

当前社会上有种普遍的说法，认为随着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我国的传统节日日渐式微，你是否认同？对中西
方节日的对比与碰撞，你有什么看法？

洋节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