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语有云“过了腊八就是年”，春节将

至，抢完回家的火车票，买好给父母亲友的

礼物，接下来的“规定动作”就是置办年货。

“一大波商机正在袭来”，开拓消费者钱包

“360 度无死角”的网购平台们怎肯坐视。天

猫、京东、苏宁、1 号店等各大主流电商瞬间

开启了“年货模式”，“食指经济”兴高采烈地

希望在寒冬中再掘一桶金。

网购年货笔者不是新手，价格便宜与否

还是其次，带着大包小包坐上春运最高峰的

火车，简直“回家路难于上青天”。动动手

指，直接让网店把年货发回家里，就能轻装

简行。爸妈在家里也免了在人头攒动的超

市里费时费力大采购的麻烦。在淘宝搜索

一下关键词“年货”，居然有 1682.76 万件商

品。再回想一下父母结婚时，为了带点年货

回家，甚至将一提包橘子从陕西一口气拎到

黑龙江。在感慨商品供给极大丰富的同时，

也不禁感受到互联网给“年味”带来的巨大

变化。

变化不仅停留在省时省力。在今年的

大采购中，除了以往过年必备的零食干果水

果外，网购平台们还纷纷拿出不少“新面

孔”，从“洋年货”的进口食品到冷链配送的

生鲜鱼肉，长白山 1000 头黑山猪、乌拉圭草

饲牛腱子肉、加利福尼亚红酒、丹麦曲奇饼

干⋯⋯“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呢，消费者为

过年总是特别舍得花钱，这也让互联网年货

成了教育消费者“尝鲜”，体验新商品的地

方。

互联网让年货置办变得更方便、更便

宜、花样更多，这些都算是把过去线下能办

的事办得更好。除此之外，互联网还在让过

去难以实现的过年心愿成为现实。

一是对碎片化需求的整合。淘宝有数

据显示，来自湖北恩施土家族必吃的榨广

椒炒腊肉，其榨广椒采用农家鲜红辣椒和

苞谷面切碎拌匀充分发酵制成，在多家店

铺内吸引了数千人购买。湖南邵阳的血粑

豆腐，将猪血、五花肉和豆腐配上佐料混

合，再经过一轮烟熏火烤才算完成制作。

血粑豆腐单店累计成绩超过了 3000 余件。

这些过去不为人知的“过年味道”，一方面

抚慰了不能回家的游子们“想家的胃”，一

方面也让“吃货”们在设计春节菜单的时候

更游刃有余。

二是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在 1 号店，

包括福临门、五谷道场、善存、博朗剃须刀等

在内的 12 个知名品牌推出了年货印名字的

服务，只要在页面输入订单号后按照系统提

示输入定制的内容就可以得到带有姓名的

专属礼盒，带着走亲访友，自然比往年年货

商品在线下推出的“妈妈礼盒”、“奶奶礼盒”

只能模糊地写个称谓更显一番心意，而这样

的需求只有当信息流被打通，消费者能真正

直接对接到生产者才有可能被实现。

甚至像同升和、盛锡福、月盛斋这样的

老字号也没闲着。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远在

千里之外的港台消费者，针对他们推出了大

量包邮年货礼盒，希望通过蹚平邮费“门槛”

来让更多消费者乘兴而来，沾一沾传统年味

的喜气。在台湾著名讨论区 PPT 的网购版，

网购达人们已经兴高采烈地讨论起了盛锡

福帽子的大小和手工千层底布鞋到底应该

搭配什么衣服。

不过，网购千般好，快递一时难。网购

平台们及早就大力吆喝卖年货，另外一个主

要原因就是往年过年前后的数个星期，都是

一年中网购交易额的最低点，原因则是各家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们放假回家，网店们只能

闭门谢客。今年尽管平台们都拍着胸脯表

示快递不是问题，还推出了诸如“厂家直

送”、“当日达”、“上门服务”等创新服务，但

消费者还是最好尽早下手，毕竟看看春运每

年的热火朝天，中国人“回家过年”的观念恐

怕很难因为加班费和奖金补贴打消，真到了

年根儿底下，有多少快递小哥还能坚守岗

位，多少要打个问号。

当“食指经济”敲响年货的门，改变的不

仅是消费习惯，也让春节过出几许新意思，

而这或许正是互联网潜移默化渗透进人们

生活中的深意。

“食指经济”，芝麻开门
互联网把过去线下能办的事办得更好，让过去难以实现的

过年心愿成为现实

□ 陈 静

某名人在《最强大脑》的电视节目

中，就是不信某位参赛选手可以用嗓子

吹破玻璃杯，而且语言非常决绝，“你怎

么做我也不信”；最近火遍大江南北的某

企业家阿姨在某大学做辩论赛的评委

时，不是以双方辩手的水平客观、公正打

分，而是以她是否喜欢正反双方的观点

作为打分的依据，主持人反复提醒她，她

的回答是：“我不喜欢、不同意的观点怎

么可能给高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锐评的嘉宾对请到演播室参与的听众

说：“人，就是应该有梦想嘛，你看，正是

因为你有梦想，所以你才有机会来到演

播室见到嘉宾和主持人，才能跟他们在

一起做节目”。瞧瞧，“跟我们在一起，是

你的梦想”，好家伙，多“任性”的口气

啊！幸亏主持人非常“谦逊”：“我们平时

的梦想就是能看到听众，现在梦想终于

实现了。”

人们不禁要问，嘉宾和主持人如此

良好的自我感觉从何而来？是因为人们

很难正确、客观认识自己。尤其是有点

名气的人，常常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因为有名，所以有才”，所以“任性”。心

理学研究还表明，这种优越感也从旁观

者那里来。

心理学有个著名的规律叫基本归因

错误，指的是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人们

往往会低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高估个

人因素影响的倾向。一个著名的心理学

研究证实了这个现象。参加智力竞赛的

双方抽签决定谁问谁答，尽管观众都知

道是抽签决定的角色，理论上说，双方的

智力水平没有差别，但人们总是高估智

力竞赛中那些发问者的智力水平，而低

估那些回答者的智力水平。

心理学还研究了对有争议性文章的

作者态度的归因。学生被试拿到了文章

的题目后，他们被告知作者是自由选择

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或者被告知题目

是指定的，作者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是

没有选择自由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观察

者解释文章的观点仍然高估作者内部原

因（作者对这个内容的实际观点）而低估

了外部环境的作用。从这两个心理学实

验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因为基本归因

错误的影响，观众也觉得主持人水平比

其他参与者的水平高。

这种基本归因错误使得观众会忽略

那些对主持人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因

素，例如舞台及名气和众星捧月等等，而

对主持人作出不真实的判断。在现代职

场里，基本归因错误也经常出现。例如

下属迟到，有些领导会不问青红皂白地

想当然地批评下属迟到是下属的原因

（内部因素），实际上，也有很大可能是路

上堵车（这样的外部因素）。观众对主持

人及嘉宾也不要盲目崇拜和护短，他们

的智力水平与观众没有太多的区别，只

是对某个问题有特殊的研究或者以前有

点名气而已，并且因为基本归因错误，使

得观众误认为他们水平高，仅此而已。

主持人及嘉宾也一定有自知之明，不要

自恃“有才”（这里的“才”是打引号的，不

一定是真实的）而“任性”、而目空一切，

要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很多。关键的

是，观众认为他们比其他参与者有才，是

因为基本归因错误形成的误解，并不一

定是真实的。因此主持人和嘉宾要多些

谦逊，多些对观众、对舞台的敬畏和尊

重，不要让崇拜自己的观众失望：“原来，

真是无知者无畏！”

在职场中，有权也不要“任性”，管理

者不要轻易将下属的某些没有完成任务

的行为归咎于他们的内部因素，而认识

不到其实可能是环境的影响，例如工作

条件不完善等等。对下属之间的一些正

常争执和矛盾，也不要轻易归因于下属

的个性和品格这些内部因素，极有可能

是对有限资源的过度竞争导致了下属争

执行为的出现。假如一名新员工没有很

好地完成应该合作完成的任务，不能想

当然地认为年轻人不善于合作，有可能

是激励和考核机制不鼓励合作。老员工

对新设备新技术不适应，不能想当然地

认为是年龄因素，认为大龄员工学习能

力弱，可能应该适当考虑是否是因为新

设备设计的不合理，新技术不成熟等外

部因素的影响。

总之，因为基本归因错误，在整个管

理过程中，管理者要重视教化、重视为员

工创造好的工作条件，而不一定非要片

面强调苛刻的制度。

作为“全民笑柄”的国足

有被过度消费之嫌

□ 李 景

有才有权

也别任性

□ 郝旭光

在解释他人行为时，人们往

往会低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高

估个人因素影响的倾向

小组第一，提前出线，三场连胜，表现惊

艳。谁也不曾想到，2015 年亚洲杯竟然杀出了

一匹“中国黑马”；18 年不胜沙特，14 年不胜乌

兹别克斯坦，10 年不胜朝鲜⋯⋯谁也不敢预

测，一向“扶不起”的中国男足能在公认的“死

亡之组”里一骑绝尘。虽然八强赛遗憾地倒在

了东道主脚下，但小组赛的强势爆发，意外地

叫醒了我们对于国足搁置多年的憧憬。

国足的突然雄起，不仅让对手们措手不

及，更让习惯了戏谑和调侃中国足球的人们，

突然失去了开火的方向。在颇具说服力的三

连胜后，无论是真球迷还是假拥趸，抑或犀利

的段子手和机智的网友，都纷纷立场倒戈化身

“脑残粉”，不吝赞美为国足鼓劲儿。我们不得

不感慨，原来除了怨念般的发泄，有生之年竟

然还有机会为国足真心地叫好。

的确，自 2004 年亚洲杯屈居亚军之后，中

国男足十年如一日的惨淡战绩和一个个丑闻

几乎终结了球迷的耐心和期望。怨不得球迷

们心灰意冷，再有传承的坚守者也禁不起反复

折磨，再有信仰的死忠也难免在“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中”动摇。不过失望之情虽然可以理

解，但遗憾的是，在国足困难的岁月中，不少舆

论对国足的定位似乎偏离了足球本身，义无反

顾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被钉上耻辱柱的中

国足球成为一种社会话题，渐渐演变为供人娱

乐、顺手消遣的素材。

也许是对国足“破罐破摔”的心理作祟，耻

笑和讥讽逐渐成为主流时尚，奚落甚至辱骂变

得稀松平常。但笔者一直想问，这样不知疲倦

地贬损和娱乐国足，真的合适吗？

“赢了一起吹、输了一起黑”，是很正常的

看客心理，但在这个娱乐至死、眼球经济的时

代，作为“全民笑柄”的国足有被过度消费之

嫌。以往，不管是不是球迷、懂不懂足球，任何

人都可以对国足泼泼脏水、骂骂解闷儿，原本

应该传播正能量的中国足球却如同反面典型，

专门负责承载负面情绪。以至于到后来骂得

越猛、围观越多，损得越狠、掌声越响，中国足

球差点从一个体育项目变成任人发泄的“公共

痰盂”。

不能否认，中国足球的丑闻闹剧和低迷成

绩确实令人伤心甚至是愤慨。但笔者始终认

为，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标榜以国足为耻的人

并不值得炫耀，即便能把国足损得体无完肤，

也并不显得你的观点新奇或语言高超。这些

看似苦中作乐的嬉笑怒骂，不过就是披着自嘲

外衣的哗众取宠，并不值得推崇。

长久以来，中国足球的舆论场里有着太

多这样的阴阳怪气，被骂了十几年的中国足

球其实很需要鼓励。因而本届亚洲杯的上佳

表现无疑是个良好的触媒，它叫醒了中国沉

睡了十年的噩梦，让足球话题不再显得那么

难以启齿。

虽然本届亚洲杯国足没能走得更远，但他

们的表现已经远超预期。突然重生的中国男

足，重新启动了球迷们接近生锈的激情。未

来，我们要继续坚持联赛建设和职业化改革，

让我国的足球事业在正轨上进步。相信当国

足真正有实力承载起球迷们的期盼时，没人有

理由再拿中国足球“开涮”。

国足重启

□ 陈 玮

让中国的电视艺术

更加珍视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传统文化，将其

视为安身立命、发展进

步的最深厚基石

“三三，昨天晚上同今晚上星子新月皆很

美，在船上看天空尤可观，我不管冻到什么样

子，还是看了许久星子。你若今夜或每夜皆看

到天上那颗大星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粒星子

的微光上，仿佛更近一些。”

静夜重温《沈从文家书》，仿佛与沈从文的

心灵世界“零距离”接触。这些“充满了慈爱而

琐琐碎碎”的家书，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感

情绵密悠长，有书有画，既有对家人的无尽思

念，也有对文学创作和文化界的思考，甚至从中

得以旁窥时代的风云变迁。

还有什么比家书更温柔更细腻的艺术吗？

大概从有文字以来，中国便形成了独特的

书信文化传统。千百年来，家书承载着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血缘文化和道德传统，维系着人

间的亲情。名人家书如《曾国藩家书》、《与妻

书》、《两地书》、《傅雷家书》等，已然成为文化经

典。而众多普通人的家书，则承载着一个家庭

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家书之美，在乎有情。“洛阳城里见秋风，欲

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

开封。”这是写信之人的思乡之情难以言尽，欲

说还休；“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

语，只道早还乡。”这是家人的盼归声声，催动离

人泪。

等待，让家书更有力量。“东望山阴何处

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

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在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

把自己的满腔思念倾注笔端，从铺展信纸提笔

写信、寄信到盼信、读信，在遥远而漫长的等待

过程中，感情被酝酿得更加醇厚，喷薄欲出。而

在那因心情不同而或疾或徐，或清晰或潦草，或

从容或跳跃的手写字体中，收信人的心情仿佛

也随之起伏，同笑同哭，见信如唔。

墨迹长存，似有余温。我自己的手头，依然

保留着读大学期间家人朋友寄来的不少信函，

每每收拾旧物时看到，总会忍不住重读几封。

每一封的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人物，一段难以

忘怀的青春过往。而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

不再写家书了呢？以至于早在 2005 年，费孝

通、季羡林等数十位文化名人便发出集体倡议，

呼吁抢救民间家书，留住家书。

电报、电话、手机、QQ、微信⋯⋯借助电子

媒介，我们到处恢复着“面对面”的人际关系。

但在这些越来越方便快捷的交流方式和海量的

信息中，触动人心，值得保留下来的信息似乎寥

寥无几。

或许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慢与记忆，

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慢的程度与记

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

成正比。

他在小说《慢》中这样问：“慢的乐趣怎么失

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

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那些漫游各地磨坊，在

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

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

吗？”

时代的发展难以逆转，或许，我们缅怀家

书，不仅是缅怀书信这样一种载体，而是更渴望

在这个迷恋速度的时代，重拾一种深度情感交

流的乐趣。

怀念家书

我们缅怀家书，或许是渴望

在这个迷恋速度的时代，重拾一

种深度情感交流的乐趣

□ 徐 行

在近几年的电视荧屏上，

有不少栏目、节目将独属于中

华的传统输送到千家万户，汇

聚成文艺领域一股强劲的本

土风，而《记住乡愁》也正是这

样一个不靠时尚元素来拨动

受众神经的栏目。成就它的，

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

中的精髓。

例如其中的第八集《涧岩

头村——和合湘乡》，便通过

涧岩头村周氏家族的生存法

则 ，传 递 了 中 华 民 族 崇 尚 的

“和合之美”。涧岩头村周氏

一族的先祖是宋代理学开山

鼻祖周敦颐。其天人合一的

理 学 思 想 ，及 为 官 做 人 的 品

格 ，被 涧 岩 头 村 周 氏 后 人 不

断丰富升华，当作治理家族、

培育子孙、和睦相邻、处世为

人的传家之宝。他们将这份

传家之宝编写成严格的族规

家训，来约束族人，以维持家

族 的 安 定 与 平 和 。 家 规 16

条，核心是以和为贵，自明代

修 谱 以 来 ，此 核 心 价 值 观 从

未 更 改 ，和 兄 弟 、睦 宗 族 、亲

邻里的规则变成了整个家族

的行为准则。本期节目精心

呈现村落的物质风貌和生活

形态，以周氏家族治家理念中

以和为贵、敦亲睦族为内核，

定位精准、底蕴深厚，深具文

化辨识度。

生存发展于全球化时代

的 中 国 电 视 文 化 节 目 ，应 有

海 纳 百 川 的 胸 怀 ，注 重 放 眼

世界，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

族在艺术创作、电视制作中的

新思维、新经验、新技术、新手

段，不断实现思想观念、艺术

形 式 、表 现 手 法 的 超 越 和 创

新。也正是在面向国际的宏

阔视野中，中国电视艺术越发

确 认“ 唯 有 民 族 的 才 是 世 界

的”道理，也越发认识到一个

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

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一

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了这

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

魂 。 保 护 和 传 承 文 化 遗 产 ，

就是守护民族和国家过去的

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

望。正是这样一些基本认识

的 确 定 ，让 中 国 的 电 视 艺 术

转而更加珍视中华民族悠久

的 历 史 传 统 文 化 ，将 其 视 为

安 身 立 命 、发 展 进 步 的 最 深

厚 基 石 。《记 住 乡 愁》正 是 由

此而生，《涧岩头村——和合

湘乡》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

表。

族规家训

和合之美 深圳罗湖区 2015 年度政府财政预算草

案预审会上，多位人大代表对购买社工服务

这项预算提出质疑，社工流动性大、居民对

社工服务不认可等成为会上讨论的焦点。

窃认为，取消社工服务是不现实的，

毕竟社会需求摆在那。可是严格监管盘剥

社工的中间机构是可行的，这样既能保证已

拨财款落到实处，又能保证社工的利益不被

过分盘剥。同时，我们还可以打通社工与

社区居委会、街道工作人员的工作调动、

交流途径，让社工有更多的晋升和加薪机

会。这些方式都将大大提高社工岗位的吸

引力，增强社工队伍的凝聚力，改变目前

社工流失严重的现状。

社工别走

□ 杨国栋

许滔/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