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里，温养漂泊的年味
□ 李 晓

无论我们

寻 找 的 年 味

是什么样貌，

它 其 实 都 是

让 我 们 精 神

上 有 所 愉 悦

与安顿

每年春节，网络上总是一片起伏
的声音，纷纷嚷嚷着年味变淡了。待
在城里的，尽管面对春节里装扮出来
的各种景观工程，但还是感叹传统的
年味在天幕里飘远了；回到乡村的，
面对凋敝大地，感叹故土在沦陷，再
也回不到精神上安卧的家园了。

就在这种叹息声里，一年又一
年，世界上独有的春运大潮，依然在
中国大地上热烈地涌动着，每天达数
百上千万的人流，候鸟一般飞回故土
家园，与亲人团聚，也与岁月告别。
春节，这是一年之中灵魂上停留的码
头，相聚过后又从春天启程，奔赴各
自的人生河流。

有一天我同朋友探讨，到底什么
是传统的年味？走亲访友，购买年
货，享受美食，祭奠祖宗，过年礼仪，
源源流淌中华文化中的沉淀与继承
……在这种年味的寻找怀旧里，我和
老孙发现，无论多少年味的飘荡，它
其实是让我们精神上有所愉悦与
安顿。

物质生活丰盛的时代，我们早已
经不为春节里吃上几天美食而翘首
以待了。网络的出现，我们对远方人
的期待相见，也不像过去年代那样强
烈了。只要想见上一面，电话与视频
瞬间就完成了，发达的技术，或许正
在稀释着现代人之间的感情。想起
古人，骑驴吆马去探亲访友，穿越关

山万里，途中时间甚至长达数月，所
以古人描写的友情文章，散发着那么
浓郁的情感。

在时代的变迁中，年味也应该被
赋予与灌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我
们精神上嗷嗷待哺的年味，能够多一
缕书香么？朋友对我说，今年春节，
他要阅读几本历史人物传记，还要重
温一下《中国植物志》。他发现，他叫
得出来的植物名字，熟悉的植物习
性，其实还没有一百种，他想通过阅
读，去亲近植物，让大地上的植物，蓊
蓊郁郁地长进他心里。朋友在城市
里是一个靠摆摊卖卤肉支撑着全家
生活的人，他平时也靠阅读供养着自
己的灵魂，所以我看他的面色一直很
滋润。

川流不息的生活里，常常发现一
个现代人群的特别景致，那就是大量
出现的低头一族。他们把精力都放
在看手机上，手机已经严重地绑架了
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微信里的朋友
圈，很多人在内心里拒绝着，但又无
法真正放弃，总是本能地点开飞快浏
览一下，有人甚至靠一个个点赞来完
成对自己精神上的输液。这其实是
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与贫困。

我问过几个陷入手机生活里的
人，一旦视线从手机上离开，还真正
记得什么呢？他们大多摇摇头，出现
恍惚的神情。不可否认，网络方便着

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生活插上
了翅膀，无限怀念从前的慢生活，并
不是要真正回到古代。但网络里碎
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已经让现代人
的部分生活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有
个在微信里频繁发“鸡汤”文的人，内
容大多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宽容大
度，时时刻刻蹦跳着一颗感恩的心。
但事实是，这个人在现实生活里，并
没有靠这种“鸡汤”灌注而成为一个
精神明亮的人。相反，他是一个锱铢
计较的人，前不久还患上了轻微的抑
郁症。我们真实人生的处世法则，还
得靠日积月累的漫漫修炼，甚至来自
雷霆万钧的劈顶力量。

列举这些，我是想说，我们对精
神世界的构造通过手机上的浏览还
是太苍白了，还可以通过对书籍的
阅读加以完成。人类文明史的浩大
进程，除了实物的顽强存在，还有很
多是在代代相传的书籍里延伸，书
籍里往往横卧着历史的灵魂。一个
人的阅读史，也是这个人的精神成
长史，通过阅读，由此成就了精神上
浩瀚的故乡。

在春节的幸福团聚中，在千门万
户的灯光里，我们找上安静的时间，
打开一本书，让精神世界的河流，通
过阅读实现水与水的交融。

春节里的年味，因为这一份淡淡
书香的浸润，而更醇厚悠长。

春晚：在理想中的高峰上互动

喜气洋洋、欢乐吉祥的春晚，面对除夕夜出现的各种新节目，如

何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今年，春晚将用其携带的巨大影响力，把

单纯发红包玩出浓浓情怀与暖暖回忆

□ 佘 颖

在胶东，大红烛亮起来，年

才来；但今天，那些因过年而形

成的技艺渐渐远去了

□ 刘 伟 隋丽君

寒假的重点不是学习

文武之道，

一张一弛。寒

假的重点不应

该是学习。既

然是假期，就

多留出时间，

休息、玩耍、放

空

□ 来 洁

自从2014年微信红包横空出世，跟支付

宝开启互怼模式。面对微信红包、QQ红包、

支付宝红包，1983年出生的央视春晚就必须

跟手机竞争“抬头率”。

此前几年，除夕之夜的重头戏从看春晚

变成了抢红包。央视公布的数据显示，春晚

收 视 率 自 2010 年 创 下 近 10 年 的 最 高 峰

38.26%后，2014年冯小刚导演的春晚收视率

仅为 30.98%，2015 年再度下滑，收视率第一

次跌破30%，仅为29.60%。

春晚在媒体类型多样化的大时代，被手

机游戏、社交媒体、网络视频分流了受众。当

然，春晚“人”到中年，喜好品味跟互联网一代

的年轻观众也有了距离。

过去几年里，春晚不断尝试从电视大屏

跨到手机小屏的互动。它还与支付宝、微信

合作，邀请TFBOYS演出、派出无人机编队，

也是向年轻人靠拢的姿态。从内容到传播渠

道，春晚都在改变，吸引了部分观众回归。但

是，不少观众抢完红包就走，目光很少留存到

春晚本身，春晚始终未能回到理想中的高峰。

好在这是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虽然收

视率有所下降，但春晚依然是中国最有影响

力的电视节目。这就让春晚继续成为互联网

巨头追逐的目标。

今年，春晚选择了微博作为新媒体社交

平台独家的合作伙伴，双方将在短视频、直

播、内容互动等多领域展开深入合作。目前，

春晚已推出集“中国赞”赢百万红包、春晚最

强答题王、春晚模仿大赛等多项线上互动活

动。从这些活动来看，新春晚的基本思路就

是，既然大家都爱抢红包，那我也来发红包好

了；既然大家都在刷微博、发朋友圈，那我就

争取变成你们聊天的主角。

跟很多直播平台相比，春晚最大的优势

是自带 IP，能够把单纯发红包玩出浓浓情怀

与暖暖回忆。

今年春晚发起了“模仿秀”，从2月1日起

每天推出一个春晚历史上的经典片段让网友

们模仿，只要点赞数超过 10 次，就可以抽取

红包。这几天，冯巩的“我想死你们啦”、陈红

和蔡国庆的“常回家看看”、蔡明的“扶我起

来”、大张伟的“倍儿爽”，都成了网友们的模

仿对象。年轻人们戴上眼镜、画上皱纹、柱上

拐杖，上传了各种堪称“魔性”的表演。

由于微博的社交媒体属性，这些视频很

快在网络上、朋友圈里转发起来。成功调动

年轻人参与，这一把要给春晚打满分。

央视、微博都坐拥大V，春晚自然不会浪

费资源。今年春晚的第二个主要玩法是积累

“中国赞”，有一大批粉丝数量过千万的大V，

号召网友们晒出2017年最感动自己的瞬间，

点赞多的人可以抽取红包。上线48小时，中

国赞话题阅读量 2.6 亿、219 万讨论量，累计

集赞总量3.6亿。

开年最热门的直播答题，春晚也联合微

博派出了明星阵容主持。每道题都会跟历年

春晚有关，无形中，又帮助大家回忆一遍历年

春晚的美好。

跟微博合作能让春晚触及那些不爱看电

视的年轻人。目前，30岁以下用户占微博整

体用户超过 80%。这些用户或许不会看电

视、对春晚没感情，但只要他们关注的明星、

大V、好友们参与到春晚相关话题中，春晚就

会抵达他们的手机屏幕。

看似思路变了，玩法变了，其实是春晚

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一档单纯的观赏节

目，而是成了一档体验式、参与式节目，它

不再是一台晚会，而是变身为一个不断产生

话题的新媒体，通过大 V+草根实现社交式

互动式传播，为网友们提供歌舞、娱乐、追

星、互动、吐槽、抽奖等各种素材。可以预

计，这将是近年全民参与度、关注度较高的

一届春晚。至于是不是最好看的，如果亿万

个家庭围着电视、手机玩得开心，似乎也不

那么重要了。

农历腊月，在山东省胶州市于家村的大
集上，不少摊位前都摆着大红蜡烛，上书

“年年平安、四季发财、人财两旺、招财进
宝”等吉祥话，令人感到年越来越近了。

这些红蜡烛都产自胶州市胶东街道丰隆
屯村。在当地，丰隆屯村是有名的“蜡烛
村”，传统制蜡手艺传承了 150 多年。每年
一进腊月门，制蜡艺人刘启友便和家人忙碌
起来，经过近 20 道工序生产出的传统大红
蜡，备受十里八乡村民的喜爱。

“俺家的制蜡手艺已经传了五代，到现
在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刘启友介绍说，
胶东地区春节有个风俗，家家户户都要备上
两支写着吉祥话的大红蜡烛，从除夕夜到正
月十五，每天晚上吃饭时红烛都要亮着，寓
意一是为了明堂祭祖先，再就是期盼新的一
年里生活红红火火。

制作红蜡的第一步是选苇子，苇子是制
作灯芯的主要原料，将芦苇扒叶后切成小
段，如果苇子不直，用着不吉利，还得用火
进行育直绑钩，然后在苇子上均匀缠上薄薄
一层棉絮，用擀面杖压平，这就做好了挂蜡
的灯芯，最后给苇子绑上一小块钩子，方便
挂蜡烛。

做完灯芯后，接下来就开始熬制牛油，
根据蜡烛的大小进行“蘸蜡”。“传统红蜡全
部手工制作，过程相当繁琐，至少需要近
20 道工序才能完成，为了保证质量，每道
工序都马虎不得。”老刘说。

“家人们在做灯芯的同时将牛油熬好，
铁桶散热太快，温度不好控制，所以要放在
木桶里，且不断用木棒搅动均匀散热，等到
牛油变成白色糊状时就可以蘸蜡了。”刘启
友说，如果红蜡在点燃过程中淌油，村民会
觉得不吉利，而牛油做大红蜡的最大好处，
就是点燃后不“淌油”。

“蘸蜡”就是将做好的灯芯挂在圆形的
轮子上，一遍一遍地蘸牛油，每蘸一遍蜡烛
的“身材”就会增加一圈，根据蜡烛的大小
不同，蘸蜡一般在6—15遍，一对小蜡烛七
八两重，大的能达到两斤多。“除了基本的
尺寸外，还会根据一些客户的需求进行定
制。”刘启友表示。

达到预定的直径后，用工具割平芯头，
然后成型上色，再用金粉写上祝福的语句，
一个传统的红蜡便制作完成了。上色是生产
挂蜡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温度必须保持在
80℃，温度过高红蜡容易出油，温度过低
红蜡会开裂，因此掌握好温度的同时，给蜡
烛上色时必须要快，才能保证颜色均匀。

“我十七八岁就开始跟着长辈学习制作
蜡烛的手艺，到现在已经30余年。”刘启友
感慨道，丰隆屯村原本家家户户做蜡，但现
在红蜡的销路一年不如一年，做蜡的村民逐
渐减少，目前仅剩下他和自家兄弟还有侄子
三家在坚持，侄子也已经40多岁了。

如今，传统大红蜡燃烧时烟比较大，过
年点蜡的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都逐渐改用
电蜡烛。虽然使用传统红蜡的人越来越少，
但刘启友依然舍不得丢弃这门手艺。

下一步，老刘打算将传统红蜡创新一
下，在传统蜡烛里添加植物精油，制作各种
香熏工艺蜡烛，重振传统蜡烛“雄风”。“毕
竟是祖传的手艺，可不能在我这一代失
传。”刘启友说。

蓝月亮，

“我是颂云”

□ 郝旭光

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道

听途说、不求甚解，都是工作

不认真仔细的表现

2018年1月31日晚上，时隔152年
的“超级月亮/蓝月亮/月全食血月”千呼
万唤始出来。各种各样的月亮照片与
眼前的实景组合刷爆了朋友圈。奇怪
的是，有些媒体还真发了一个大大的蓝
色月亮作为“蓝月亮”的照片。

蓝色的月亮？有没有搞错，或者至
少该了解一下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吧。
蓝月亮并不是指月亮是蓝色的，而是一
种天文概念。在天文历法中，人为规定
的每个月与实际上的满月间隔时间存
在误差，朔望月的周期是 29.5 天，相当
于我们的农历月。公历月是按照太阳
的公转算来的，一年大概是 365 天。期
间有个时间差，会在公历月中有两次满
月。第二次圆月就被称为“蓝月”，而不
是说月亮是蓝色的。遗憾的是，还真有
权威媒体的人望文生义，把月亮“染成”
蓝色堂而皇之地发布（关键是没有注明
是开玩笑，很多读者以为该媒体真的拍
到了蓝月亮）。按照这个逻辑，黄瓜应
该是黄色的呀？你见过吗？当然老黄
瓜快坏掉时会变黄。

这件事，显然可以评价为断章取
义、道听途说。类似犯常识错误的事情
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名字之外还有

“字”，那是给别人用的，自己谦称说名
字即可，断不可称自己的字。但影视作
品中却出现李宗仁（字德临）自称“我是
德临”，程潜（字颂云）自称“我是颂云”
这样的笑话。

在前几年百家讲坛节目中，主讲人
介绍袁世凯时，说袁世凯字“项城”，这
是不对的。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
南项城人，可以叫袁项城，但不能说“字
项城”。就像李鸿章是合肥人，可以叫
他李合肥，不能说他“字合肥”。

某出镜率极高的知名人物，在某省
级电视台讲二战后盟国在东京湾接受日
本的投降。他说：“1945年9月3日，按照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安排，远东盟军最高
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主持了受降仪式。”真
遗憾，他说错了。第一，1945 年 4 月 12
日就去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大可能起
死回生再来安排麦克阿瑟的工作，这违
背了最起码的科学规律：人死不能复
生。而且这又让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
先生情何以堪？第二，时间错了，盟国是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接受了日本的
投降，而中国国民政府是在1945年9月3
日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在国内某自称世界一流大学的英
语课堂上，英语老师讲到路易斯安那购
地案，说成了“美国人从法国人购买了
路易斯安纳州”，这可能是因为误把法
国路易斯安纳属地的版图等同成今日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的实际范围。实际
上，前者比后者大得多。这桩购地案是
美国于 1803 年以大约每英亩 3 美分向
法 国 购 买 超 过 529911680 英 亩

（2144476平方公里）土地的交易案。该
属地的范围包括现今阿肯色州、密苏里
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
以西等大片区域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密
西西比河两岸（包括新奥尔良市）。购
地所涉土地面积大约是今日美国国土
的 22.3%，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
致相当。如果不去认真求证，这样的错
误不仅会在一个老师身上出现，还会扩
散到他学生的知识储备里。

中医著名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也
是以讹传讹的典型。它的寓意是防病
于未然，医治隐形、潜在的疾病，不要等
病入膏肓才四处求医。但有些人却把
这句话解读为“治还没有的病”，甚至上
升到未卜先知的地步。笔者总觉得有
些不合常理，为此事专门请教了古汉语
专家，他的解释是，病，在古汉语中的意
思是加重的、致命的。所以，在医学等
专业领域使用类似“不治已病治未病”
的名言，要注意不能添油加醋，应当就
事论事。

以上诸事例，显然都与望文生义、
不求甚解有关。作为一般的公众，偶尔
失误无伤大雅。但作为知名权威媒体、
知名编剧、主持人、影星、老师等等，因
为追随者众多，这种失误影响太大。他
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想当然、工作不认真。当
然，也可能是自我感觉较好，什么话题
都敢说，什么节目都敢做，而且时间紧
张，常常不能做认真的知识储备和事前
做足功课。希望他们多些脚踏实地的
工作作风，严谨求实的学风。务必在事
前认真准备，把工作做深、做细。

红烛辞旧岁

“放寒假啦，就要自由自在地玩

啊！”这是无论幼儿园还是中小学孩

子们一致的心声。但是，真能实现

的，貌似只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吧。

有太多责任心强烈的父母了，谁

能够安心、放心、甘心地让孩子在这

么长的时间里彻底“放羊”呢？特别

是在“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前赴后继

上课外班的大背景下。

朋友有一次愤愤不平地向我抱

怨，她那次极其郁闷的暑假。“他们觉

得我数学不好，就想趁着别人玩的时

候让我‘笨鸟先飞’，每天做各种练习

题，足足恶补了一个暑假。眼巴巴地

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我只能在家做

题做题。”记忆至今仍然刻骨铭心，可

见当时之惨痛。

当然，这是极端的“老皇历”了。

现在的虎妈狼爸，即便抱着同样目

的，也都要讲讲方式方法了。一味搞

题海战术，已经 OUT 了。各种培优

班里，老师很会讲课，既能把复杂、超

前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又能玩起游

戏、激发学习积极性。把娃送去，花

钱买服务，自己轻松；孩子们还挺爱

上呢。

问了问家有小学生的朋友们，这

个寒假好像没谁闲着，语数外这三门

主课的培优班，至少也会上一个。就

是一些超脱的家长，也会让孩子上点

闲情逸致的兴趣课，舞蹈、健美操、乐

器、绘画、游泳、围棋……也许是因为

平时上课，没充足的时间多提高提

高；也许是因为假期里无处安放的熊

孩子，总要找个地方去托管；也许是

因为父母们的潜意识里，就认定了假

期必须带娃学点啥。

其实，我倒是觉得，短短寒假不

过 4个星期，没必要装下那么多学习

任务。寒假的重点不应该是学习。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既然是假期，

就多留出时间，休息、玩耍、放空。这

也是为什么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把快

乐假期还给孩子”。

工作不息的成年人还渴望放假

呢，更何况孩子。上学时，学校的课、

培优班的课、兴趣班的课，环环紧扣，

哪个环节也不能停。现在，放假了，

就是计划安排点学习的正事儿，也别

把时间排得太满了，别让孩子太疲

惫了。

如果学习变成了疲于奔命，那么

效果肯定事倍功半；如果做好了劳逸

结合，今天看似无用的“闲笔”，也许

明天就能画出更精彩的图画。正如

寒冬里蛰伏土中的草籽，积蓄了一冬

的 力 量 ，春 天 才 能 迸 发 出 盎 然 的

绿色。

寒假里，不妨多让孩子读读书。

不是学校划定的阅读书目，而是他喜

欢的内容。童话、儿童文学、新闻杂

志、绘本甚至《哈利波特》这样的大部

头……只要他爱看。即便他们理解

不了此中深意，也能培养阅读兴趣、

扩大识字量，而且父母和孩子可以

“共读”，边读边交流，说说风俗，谈谈

文化，聊聊人生哲理。这种美好的阅

读体验，不是为了应对学校的阅读题

和作文题，而是为了一个人的文化

底蕴。

寒假里，也不妨多让孩子跟家人

好友聚聚。春节正是阖家团圆的时

候，亲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家，拉拉家

常，叙叙旧。这一份亲情的温暖，是

人伦常情。长大成人，首要的是成

人，懂得爱家人、重亲情、守礼节。过

年团聚，正好让孩子多多感受亲情和

友情，也可以引导他们相互关心、相

互尊重、相互理解。交往能力对今天

的孩子而言，更是短板。想养成高情

商 ，正 需 要 一 点 一 滴 言 传 身 教 的

孕育。

寒假里，还可以多带孩子出去走

走。今天的父母都愿意亲子游，无论

是国内的三亚、丽江，还是境外的北

海道、普吉岛甚至非洲、北极，走的不

可谓不远，见识不可谓不广。但是，

这种住则五星、出则包车、流连于著

名景区的旅行方式，又能让孩子记住

什么呢？是花大价钱就能玩得很嗨，

还是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或许，换

个思路，不那么高大上，让孩子多接

接地气，看看乡村，走走街巷，对生活

其 间 的 社 会 多 一 分 了 解 ，会 不 会

更好？

这些都是书本之外的“闲笔”，但

对孩子的成长颇有帮助。休息之余，

穿 插 为 之 ，也 许 还 是“ 玩 并 快 乐

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