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 涵

让那些长期被忽略和遗

忘的人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

线，媒介的责任不可推卸。

订制寒假守则

达沃斯谱真大

群 发 短 信

诚 意 不 够

人 在 变 ， 环 境 在

变，人们的口味也在

变，人们苦苦寻找的老

味道其实更是好味道真

味道。

达沃斯似乎已经无需更

多的推广和宣传，不仅服务

极简，而且限制甚多。

瑞士兰德瓦瑟河畔，海拔 1560 米的

群山环抱之中，有一座风光旖旎、精致典

雅的小镇——达沃斯。每年年初，世界

经济论坛都要在这座只有 1.3 万人口的

小镇召开年会，共商如何“改善全球的状

况”，达沃斯由此声名远播。

在年会举行的一周里，这个山窝中

的小镇一下子要涌入数千名肤色不同、

语言各异的与会者以及数量比之还要多

的警察和士兵，但当地老百姓更多表现

出的却是宽容和热情。一位在火车站外

主动与笔者攀谈的当地居民就说，虽然

年会的召开带来不少生活上的不便，但

却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据“达沃斯

论坛”统计，年会每年可为达沃斯当地经

济创造 4500 万瑞郎（约合 4945 万美元）

效益，给瑞士整体经济带来的效益约为

7500万瑞郎（约合 8241万美元）。

年会期间，达沃斯所有宾馆都房价飙

升。一个多人混住的“大车店”，每天每个

床位要 200、300 瑞郎。要想住单间，最便

宜也要 500、600 瑞郎。就这您还别嫌贵，

不等年会临近，这些宾馆就会被预订一

空。如果有幸能在一小时车程之内的周边

小镇找到相对理想的住宿，与会者往往就

很知足了。

笔者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但采访

“达沃斯论坛”年会还是第一次。“大腕”

云集的达沃斯似乎已经无需更多的推广

和宣传，对于媒体记者一点儿也不“客

气”，不仅服务极简，而且限制甚多。

来达沃斯之前就曾听日内瓦的同行

说，他们有些拿到的是不能进入会场或

每次进入会场都需重新申办的证件，自

己心中还有些窃喜。来达沃斯后才发

现，虽然每届年会都要举办数百场研讨

会及活动，但真正对记者开放的仅占一

小部分。为保障论坛的版权和相关运营

收入，即便允许记者进入的场次，也基本

都不允许拍照或摄像，否则会被立即开

除出年会，而且被永远剥夺与会资格。

每年，“达沃斯论坛”年会的十足含

金量和强大影响力都让各路媒体趋之若

鹜，乐此不疲。

寒假到了，很多双职工家庭又开始

头疼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而充实的

假期。对于一个学龄儿童来说，每年的

52 周中，约有 12 周是寒暑假，再加上剩下

40 周中的周末和公共假日，孩子们一年

365 天竟然有一半都在放假。难怪教育

专家冯德全很早就提出“假期胜于学期”

的理念。

我们可以在寒假去带孩子旅游、滑

雪，或者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也值得花

时间去为孩子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寒假

守则，提升孩子待人接物和自我管理的

能力，正所谓“授人以渔”。

我们可以参考小学生守则：许多热

衷教育的人士曾表示我国的小学生守则

过于抽象，大而全但是难以操作。因此，

在给孩子制定家庭守则的时候，我们也

可以参考一些管理学上的做法——知名

企业在对于员工计划和设定目标的时

候，非常强调把抽象、高屋建瓴的宏伟战

略分解为具体、可操作、可衡量步骤的能

力。可以说，所有成功的项目成果都是

建立在一砖一瓦的小步骤上。

我们可以为孩子私人订制寒假计

划：把小学生守则中的远大目标转化为

一些具体的行动点，让孩子可以轻松尝

试和操作。比如以下三条：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每天收看新闻

联播，了解国家大事。

热爱科学：假期参观自然博物馆、科

技馆。

热爱大自然：经常去户外活动，但绝

不乱扔垃圾，可以把垃圾扔进垃圾桶，或

者打包带到有垃圾箱的地方再扔掉。

在帮助孩子制定行为规范的时候，家

长也可以参考世界各国的小学生守则，法

国小学生守则谈到了行使自身权利责任

的理念，如：“我有权利学习，犯错并寻求

帮助，在尊重同学言论的情况下自由表达

自我，完成学习后自己支配和管理学习用

品”。德国的小学生守则强调诚信：“自己

的作业自己完成，不许作弊”。英国小学

生守则非常强调安全，如：“平安成长比成

功更重要；小秘密要告诉妈妈；不喝陌生

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等，其中有

很多东西都值得采纳。

或许为人父母者都曾经有过这样一

种冲动：要把自己毕生所知所学教给孩

子，很多名人曾经把他们想要传递给下

一代的人生心得感悟写作出版。“童话大

王”郑渊洁所撰写的《皮皮鲁给你 100 条

命》就是郑渊洁给儿子的倾心之作，他把

自己的人生阅历事无巨细地教给孩子，

可以说非常具有实用价值，家长可以引

导孩子去有选择地吸取其中有营养的部

分。而像《傅雷家书》这样的经典之作，

更值得每一个父母去细细品味，看到 60

年前的精英父母如何呕心沥血进行真正

的素质教育。

只要用心加以合适的方法并博采众

家之长，每个家长都可以有效帮助孩子

增加人生智慧，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年初，一档乡土气息浓厚的相亲节

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让人有些意外。

节目形式是到基层组织地方年轻人相

亲，因为都是本地人，七大姑八大姨的点

评意见很生猛，姑娘小伙儿看起来很朴

实，互动起来也不失生动活泼，我家的梨

园配上你家的十亩田，比起霓虹灯闪烁

的舞台上光鲜时髦的男女，坐在自己家

门口的相亲看起来更有人情味。

翻看 2014 年元月全国各大卫视，你

会发现节目形式变化不大，一路相亲到

底的《非诚勿扰》依然排名靠前。这说明

婚配择偶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受关注程

度。观众是喜新厌旧的，一个节目若是

能够保持几年的高收视率，它肯定抓住

了时下的某种社会心理。

但契合社会现实需求仅仅是电视节

目成功法则之一，能否真实反映现实则另

当别论。媒体呈现出的常常只是现实的

一个层面，因为这部分被聚焦放大，真正

的现实反而可能被掩盖。在传播的研究

中，这被称为“议程设置”功能，媒体虽不

能限定我们怎么想，却可以限定我们去想

什么。纵观电视婚恋节目红火屏幕这些

年，台上的红男绿女来来去去轮换更迭，

引发了重重社会关注话题，忧心年轻人的

婚恋观、价值观，忧心“剩女”问题⋯⋯然

而当人们热议这些话题的时候，忽视了一

个现象：这些讨论都限定在城市，更准确

地说是大城市生活的视野。

这跟媒体不无关系。电视上这么多

期相亲节目，除个别节目做过城市外来

务工人员专场，农村、农民基本是不在视

线之内的。视野的偏狭也造成公众看现

实的偏差，比如，在社会性别专家看来，

“剩女”话题就是伪话题，因为根据近三

十年中国每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女

性别比例失衡是节节攀升，现在中国的

男性比女性多出了一千多万。可以预

见，未来的日子，剩男似乎会滚滚而来。

而且由于中国传统婚恋观的制约，乡村

人口的婚配困境比城市更为严重，但是

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却很少会去想这些现

实的问题。

回头来看，这款乡村相亲节目播出的

时间还不长，未来能走多远也难说，但仅从

制作来看，持续下去倒不是难事。全国一

千多个县，轮流走一遍，节目就可以维持好

几年。不过考虑到现在的电视生态，收视

率方面超越同类节目不太可能。其实，最

让人期待的不在这个节目自身能红到哪

里，而是媒介关注的视野能否持续活跃，乡

村现实生活和需求的呈现缺失，是这些年

媒介图景的现实。让那些长期被忽略和遗

忘的人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在这方

面，媒介的责任不可推卸。

把小学生守则中的远

大目标转化为一些具体的

行动点，让孩子可以轻松尝

试和操作。

春运春运，，也该有个好心态也该有个好心态

相亲节目下乡

□ 夏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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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建

时尚老味道

通过群发问候短信，达不

到它应该具备的加深感情的

目的。

每到年节，总会收到很多的问候短信，大约

五分之三是群发的，短信里没有接受者的名字。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年节收到群发的

问候短信是什么感觉？百分之九十以上回答没

啥感觉、没有觉得被问候。当问到是否喜欢没

有自己名字的年节问候短信时，回答是不喜欢

和无所谓，无人回答喜欢。当问到是否会回复

没有自己名字的群发短信时，很多人回答“不”。

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对群发的年节短信

一笑置之，因为它不具有问候的效果。年节发

短信的目的是什么？是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关心

和尊重，是为了增进友谊和加深感情。而问候

是具体的、个性化的，接受问候时没有看到自己

的名字，很难体会到问候者的诚意，有一种淡淡

的被忽视、被敷衍的感觉。换言之，通过群发问

候短信，达不到它应该具备的加深感情的目的。

年节短信不群发而是写上对方的名字是非

常重要的。心理学有个著名的“鸡尾酒会效

应”：在声音嘈杂的鸡尾酒会中，同样分贝的音

量，人们只对一个声音最敏感、听得最清楚——

叫自己的名字。人对自己的名字有天然的熟悉

和亲切感，人都渴望被尊重，能叫出对方的名字

就是对他的一份尊重。当新认识的朋友再次相

遇时，如果能准确叫出对方的名字，会引起对方

很强的好感，非常容易拉近双方的距离。既然

名字这么重要，年节问候短信为何不加上名字

而要群发呢？

群发的问候显然缺乏真诚。设想，会给上

级、给大客户群发短信吗？为什么对一般的朋友

和同事、熟人会缺乏那么点真情？这可能与现代

都市社会的人情淡漠、相互之间缺乏关心和尊重

有些关系。把问候当成负担，做事不认真，敷衍

地做了，但效果如何并不深究；要交往，却又不愿

意付出更多（在这里就是时间），虚与委蛇，有点应

付差事，没有多少真心；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不太在意对方的感受，都希望别人来关注和尊重

自己而较少换位思考去关注和尊重别人。例如，

自己在微信群里发条微信，总希望别人赶紧有所

反应和关注，但别人发了东西却很少关注并作出

反应；或许还与现代社会生产的流水线、同质化

思维和习惯有某种关系，生产流水线，建筑流水

线，城市形象同质化，甚至教育都采用大批量、流

水线式的方式了，发短信怎么不能“借鉴”呢？生

产流水线可以提高效率，但教育的流水线却不一

定能提高质量，年节问候群发短信的流水线作业

也无助于加深友谊。

问候要真诚，真诚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

它建立在对他人的乐观看法、对他人有基本的

关心，同时也建立在自信与谦和的基础上。

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很重要。真诚地对待

上级是一种职责，对待同事是一种本分，对待熟

人是一种常识，对待下级是一种美德，真诚地对

待所有人是一种教养。

真诚地希望发短信者，“我希望别人怎么对

待我，我就怎么对待别人”，我不希望别人给我

发短信没有我的名字，那么我给他发短信就写

上他的名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换位思考，达

到“他希望我怎么对待他，我就怎么对待他”这

个要求。年节问候短信，他希望短信里有他的

名字，希望得到关心和个性化的问候而不是重

复了多次的内容，那我一定就不群发、转发，而

是个性化地给他真诚的问好、祝福。

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发了篇称赞

高铁环境舒适、服务温馨、旅客惬意的微博而

被不少博友吐槽后，觉得有些话如骨鲠在喉，

不吐不快。但首先声明不是打口水仗，只是与

大家沟通、商榷下。

1月 16日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北京至桂

林的 G529 次高铁上。车过衡阳后，我在站台

上看见一个用担子挑着两个塑料编织袋的农

民进了商务舱，心中疑惑这商务舱一般不是高

端洋气上档次的人才会去坐吗？乘务员告诉

我才明白，“过去从衡阳到桂林不仅车少，快车

也没有，当地的农民对高铁很新鲜，2013 年 12

月 28 日开行这一天许多人拉着我们乘务员合

影，虽然高铁的商务舱票比飞机票还要贵些，

但短途的票也只有几百块钱，有些富裕的农民

还是想感受一下拥有最现代设备的商务舱是

个什么感受。”这说明乘坐商务舱的旅客不仅

仅局限于政商人士和白领阶层，旅客市场很多

元。

所以，这种变化我发在了微博上，想来是因

为春运，此微博颇受关注，引来不少博友吐槽：

作者是不是思想简单，看看那是什么火车，是什

么座位。高铁的一等座和商务座吧？票价都比

飞机贵。平民舍得坐吗？偏远地区能坐高铁回

家吗？这个根本不能代表春运。多去看看k打

头的火车吧。特别是涉及劳务输出大的地区的

火车。

看着这些评论，不敢怠慢，也惶惑撰文是

否偏颇，做了一圈粗浅的调查，也作了一番思

考，现与读者和博友们分享以下几个心得：

首先，高铁作为铁路运输的一种，目前，我

国的高铁技术在全球也可以说是领先水平，这

是我国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带来的成果之一，

它的发展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客运紧张的现实，

如春运。同时，在“春运”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

特有的经济和文化现象面前，我们都知道“一

票难求”现象还大量地客观存在，还有许多人

还买不上票、还回不了家，但是我们的各级政

府、铁路等交通部门都在积极地想办法。就拿

京桂高铁的开通来说，前往旅游城市桂林，没

通高铁前，最快也需要 22 个小时，而现在坐上

高铁约 11 个小时就到了，节约了一半的时间，

打破了此段客流紧张的瓶颈。

尤其要强调的是，当桂林至北京的G530次

高铁返程时，我发现夜里近 10 点过石家庄后，

载能千余人的列车上只剩下约 200 名旅客，车

厢内80%的座位空着。据说京桂客流主要集中

在桂林至衡阳段，眼下桂林属旅游淡季，返京客

流小。另外，京广线进京列车有六七十对，旅客

一般不会选择这么晚点进京的车。一位资深媒

体人在微博上评价说，这一现象也说明“春运正

从全面紧张向结构性紧张转变”。但为了旅客

能早日回家，为了全国的高铁能连成网，就算亏

损，国家还是在不停地开新线。

所以，笔者认为，春运是回家，是奔向欢乐和

喜悦的路，可否以积极的心态来看春运？毕竟我

们的交通状况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春运是中国

人的大事，她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欢乐，铁路等各

个交通部门及全社会的人都在想办法，“让大家

不仅走得了还要走得好走得温馨”，如果大家都

作一下换位思考，多一份理解、宽容和关爱，多从

正面积极想办法，从心理上消除春运带给人们的

紧张。大家一起努力，期盼和畅想，中国的城镇

化有了大发展，那时人们不用千里迢迢去打工，

就在家门口就业，也许中国的春运就会成为供人

们回忆的一个历史呢！

春运是回家，是奔向欢乐和喜悦的路，可否以积极的心态来看

春运？

一顿普通的饭，如果放在特

定的时间去吃，便有了不普通的

意义，年夜饭，也是如此。在北

京，很多家庭喜欢把年夜饭订在

老字号的饭店，因为对餐厅品质

的信任，因为家里的老人对老味

道的偏爱，更因为在传统的氛围

中过一个传统的节日，就好比让

节日多了一份佐料，味道更浓

了。味道，似乎成了城市里连接

传统与现代的一个神秘通道，而

人们共同的味道记忆，便是沉淀

下来的那些老字号餐馆。

每到临近年根儿，照例要陪

年近八十的父母去京郊的一条

小街去买特色小吃。小街很小

也不长，街上错车都得小心。小

街上人家卖的都是自产的传统

食品，有些人家甚至几代人都在

这里摆摊卖这些自制的特色小

吃。尽管多数食品在北京的超

市里都能买到，但来这里买年货

的老人们固执地认为，小街上的

东西好吃，味道和超市里完全不

同，依然有“老味道”。寻找老味

道，不自觉地成为“年味儿”里最

重要的主菜之一。

也有人更固执地把寻找老

味道当成自己后半生的生活目

标，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刘达就

是其中一个。他发起了一场“拯

救老味道行动”，在他看来，小时

候吃的玉米面、大米、黏米有一

股特别的香味儿，这种味道一直

在舌尖上萦绕，却再难找到。这

些老味道承载着亲情乡情，如今

吃到的还是那些东西，却再也没

了那个味道。不仅味道变了，吃

着还不放心了，于是刘达放弃了

北京一家公司ＣＥＯ的职位，一

头扎进辽宁的山沟里，投身农

业，开始了他寻种育种的“拯救

行动”，并且创建了一个自己的

品牌——“额谷”。３年来，刘达

们执著地赔着本吆喝着，希望和

身边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们，

一起发现老味道，拯救老味道，

分享老味道。刘达告诉笔者，额

谷产品的生产和加工，都是“原

生态”的。生产是采用古老的生

产方式：人工耕种。人工除草，

人工收割，保证没有除草剂，不

受到机械废气污染。用如此苛

刻的生产方式生产，每一粒粮食

都显得弥足珍贵。在刘达们看

来，原生态的老味道寄托着一种

情感，安全、美好、温馨。

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让乡

土的美食再成经典，让传统食材

重受追捧，人们眼睛中看到的是

美食，向往的老味道里承载的那

种纯粹安宁的生活，这样的味道

里，绵远悠长，甚至演绎成现代

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当鱼翅鲍

鱼不再是美食的符号时，人们似

乎更能静下心来细品味道，生活

也就变得更加有滋有味儿。今

天，这样的生活正在悄然成为时

尚。

历经百年的老字号餐馆用

它的坚守成为喧嚣的城市里不

变的经典。京郊那条老街上的

岁月似乎放慢了脚步，成为都市

一道独特的风景；刘达们放弃

“老板”身份转身务农，正在艰难

找回记忆的老味道⋯⋯这一切

都让我们看到，当老味道与时尚

生活用各种形式融合对接时，人

们对老味道的寻找和近乎苛刻

的挑剔便成为一种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每个人都有记忆中的老味

道，人们对老味道的寻找与挑

剔并不真的就是想还原久违的

味道。人在变，环境在变，人们

的口味也在变，人们苦苦寻找

的老味道其实更是好味道真味

道。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正在

创造着未来留给后代的“老味

道”，拿什么奉献给他们的美好

记 忆 ，真 该 好 好 想 一 想 ，做 一

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