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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春节最热的关键词，非抢红包莫
属。“红包狂欢”从 1 月底拉开序幕，至
今已红红火火持续了近一个月。有人抢得
不亦乐乎，也有人抢得心理疲劳——“现
在见到群红包都懒得点了”。如此变化不
禁让人陷入思考：人们为何逐渐逃离红
包？红包大战中我们得到了什么、错过了
什么？

从“不亦乐乎”到“累觉不爱”

“你抢了多少红包？”成为不少中国人
羊年春节问候的新方式。

据腾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微信红
包席卷全国，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尤甚。仅
除夕一天，微信用户红包总发送量达到
10.1亿次，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到
110亿次。

漫天飞舞的红包让不少人“抢”到手

软眼花、“摇”到屏幕粉碎。放下手机，
却分外寂寥。抢了 200多个红包的福州网
友王权安不时向群里发个“反馈”红包，
被很多群友追捧为“土豪”，“高帅富的体
验感确实不错，激励我越发越多、停不下
来，哪怕同学聚会，坐在一起也是发红
包。问题在于，一停下来心里空荡荡的。”

大年初三这天清晨，手机 3 天不离
手、抢了 50 多个小时微信红包的刘倩雯
终于在朋友圈里宣布：“爱在手机关闭
时。我要放下手机过一天，回归现实世
界。”发完状态，她马上关掉wifi，带着一
个堂弟和两个妹妹外出爬山，在没有 wifi
和红包的大自然中交流情感。

“一觉醒来，突然觉得抢红包一点意
思都没有。回家 4 天，只顾低头刷手机，
都没顾得上陪家人说上几句话。”在回家
路上，刘倩雯曾在脑海中憧憬了关于过年
的几个场景：一家人围着餐桌调馅、擀
皮、包饺子，躺在沙发上边看春晚边吐
槽，与兄弟姐妹拆开红包买票看电影……
可如今回家过节，下馆子代替了下饺子，
抢红包、刷朋友圈代替了看春晚、话家
常，探亲更像“签到”，缺席了“走心”
的陪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
边，你却在抢红包。红包大战挤压了亲人
之间的情感分享，放下手机后，空虚感袭
来。可是，年怎能在敷衍中错过？”刘倩
雯说。

是“新民俗”还是“新隔阂”

“红包狂欢”培养了大批回家过节的
“低头族”，只盯屏幕，不陪父母。不少网
民感慨：互联网红包堪称春节的“新民
俗”。

曾经的春节，是父母那代人盼星星盼
月亮盼来的“奢侈”，劳作十天半月亲手
炮制出的宅堂繁华，寄托着一家老小一年
的渴望。因为只有那一天，可以换新衣、
戴新帽、挑花灯、放鞭炮。

“说到年，脑海里还是老百姓攥着米
票、面票、布票、肉票在供应站门口通宵

排队的喜气洋洋的场面。拿到年货，母亲
姐姐就忙着打年糕了。”84岁的王永祥老
人回忆，“碰巧的话，初七初八还有舞狮
队来寨里表演。”一回忆年味，老人脸上
洋溢着幸福。

47 岁的北京市民赵女士说：“不论是
年夜饭还是看春晚，笑语喧哗明显少了，
没有交流的年，越过越没意思了。”老同
学、老朋友干脆建个群，改聊天为抢红
包，更有应景的微信聊天表情“请用红包
砸我羞辱我”“一不留神，错过几个亿”
出现，在聊天群里广为流传。

人与人之间，看似多了小屏幕上的互
动，却少了现实中的交流；多了隔空的热
闹，却少了面对面的关怀。手机抢红包的
横空出世，虽然令亲友互动变得妙趣横
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传统节庆的原
滋原味、热火朝天的生活气息。

而被红包分散了注意力的亲情友情，
逐渐让人们感到空虚和不安。听长辈讲一
次礼仪，重温一次家庭传统仪式，借“祭
祖”“跪拜”等仪式绵延对祖辈的敬畏之

心；与老同学坐下来叙一叙旧，相互揭底
童年趣事；与亲人谈谈心，感激父母的养
育之恩……这些春节传统的过法，如今似
乎变得遥远，“只有贴近传统文化的东西
更能唤醒乡愁、孝心与亲情。”赵女士说。

若不能稳固亲情，恐怕昙花一现

诚然，互联网红包的走俏和盛行捕捉
到了大众的心理与趣味，不少网民表示，

“抢红包让大人们找到了儿时的童真”“陪
父母一起抢红包拉近了两代人的距离”。
然而，那份对运气的好奇和执著引人陶
醉，却模糊了传统红包那份真挚祝福、祝
愿的痕迹。

互联网红包固然有趣，传统的春节红
包却不止于此。长辈提前买好红纸，折叠
成一个信封，在背面写好祝愿，并根据数
字的谐音，装进一笔吉利的金额，寄寓对
晚辈来年生活的美好祝愿。待大年初一，
前来拜年的晚辈一到，把写好了祝愿的红
包塞进他们口袋，连同祝愿和福气一起送
出去，收获一份心灵的安稳，维系并加深
亲情。市民王权安对记者说：“抢红包确
实好玩，但适可而止，否则会因冷落家
人，留下遗憾。”

不难发现，红包大战最大的得益者当
属互联网巨头，他们通过“红包大战”成
功布局了 O2O 生态系统，培养了一大批
用户及其消费习惯，腾讯股价因此大涨近
4％。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百姓的

“图开心”还是企业的“抢商机”，亲情永
远不容错过。

年，终归还是百变的外形，不变的亲
情。不少花样繁多的新民俗，如果不能稳
固亲情，大多是昙花一现，产生审美疲劳
的人们还将回归到传统的民俗里面。中国
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向云驹等专家表示，
春节作为一个文化容量巨大的节日，涵盖
饮食、书法、对联、龙灯、团圆、祝福吉
祥、天人合一等多元的文化元素，民俗是
一个逐渐融入、逐渐积累的过程，对传统
民俗的理解与认同将在代代传承中逐渐强
化。

由东方卫视携手星尚频道共同打造的羊年除夕特别节目《中
国年味》 于 2 月 18 日 （大年三十） 晚直播，受到不少观众的喜
爱。此次《中国年味》少了载歌载舞的盛大场面，多了更多质朴
的人文情怀。晚会在带来各地丰富年味的同时，也让观众更为了
解中国传统礼仪，陪观众过一个亲切的新年。

展现十余个城市的新春外景

此次，《中国年味》 节目组走遍全国十余个城市，带来了各
地的新春外景。在冰雪之城哈尔滨，零下30℃的天气里，当地的
人们还在吃雪糕赏冰雕，等待新春的来临。一路上哈尔滨给人们
留下了质朴幽默的剪影，无论是热情扭秧歌的阿姨，还是在冰河
中捞鱼的大叔都使人联想到新春的喜庆富足。幽默的哈尔滨司机
在行程中也是连连金句：“汪峰的歌嘛，多酷！”最后众人欢聚一
堂包饺子，放天灯，共同展望美好未来。

苏州的外景拍摄来到了山塘街和观前街，古色古香的姑苏城
风貌与现代过年气氛交相呼应，展现出水乡的别样气质。外景的
主人公是相识十余年的大学同学，大家在新春佳节欢聚一堂回忆
青春，感叹过去的时光：“现在不知不觉我们都为人父母了，但
当时我们一起念书的时候都是很青涩的。”“匆匆十年过去，今天
相聚，觉得很开心。”如此的话语相信将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而另一些城市则有着热情如火的过年氛围，以喜辣著称的长
沙无论是小吃街、菜市场还是年夜饭桌上，伴着随处可见的红辣
椒，热情好客的人们也过着红红火火的新年。而在千岛湖，竹马
舞作为最具有地方风情的民俗表演，竹马 style 更是能叫板江南
style，将这里过年的氛围打造成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情怀贯穿年味主题

这一次的《中国年味》也把目光放在了“礼”字上，希望在
团圆时刻带领观众更加了解年俗礼仪，学习传统。在每一段的外

景片段中，人们都以放天灯的形式祈福，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放天灯不仅是中国的年俗文化和传统，也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美好
向往的缩影。

与此同时，这次的春晚还结合了东方卫视的品牌节目，派外
景车队走进《急诊室故事》里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关注
坚守在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医生们；走进《梦想改造家》旧房改造
后的家庭，呈现他们住进新房后的第一顿年夜饭。

《中国年味》自2008年在SMG星尚频道推出以来，每年都在春
节期间，以全球美景、美食、人情味儿让观众领略不同的年味，已成
为东方卫视中心一档具有8年沉淀的品牌文化节目。而总导演徐楠
也特意强调：“今年《中国年味》与往年不同的是，往年以主持人渲
染节日气氛、展现当地的年俗细节，而今年每一个外景城市我们都
是选取普通人的视角，有主人公，有故事，增加了纪实的元素，把观
众带到当地的一户人家、一个人的过年生活中。” （郑 娜）

历经 10年打磨的央视经典大型挑战节目 《吉尼斯
中国之夜》，于春节期间再度登陆央视一套的荧屏。这
一季节目，为全国乃至世界观众呈现40余项吉尼斯世
界纪录的精彩挑战。节目播出后，“一分钟喷火次数最
多”“重卡斜坡飞越最远距离”等项目成为网络热议挑
战项目，网络搜索指数同比飙升近254%。奥运冠军邢
傲伟在微博上也称：“节目真不错！每一组选手都让我
很震撼，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选手们的那种创
新、挑战、拼搏精神又一次唤醒了我的小宇宙，不得
不感慨，生活处处都有吉尼斯！”

节目精彩 成网络热门搜索

本季《吉尼斯中国之夜》，在以往曾经挑战过的选
手再度欲刷新自己纪录的同时，更有许多全新的挑战
项目加入到节目中来。来自德国的女选手凭借超强力
量征服了全场，“一分钟卷平底锅”绝技也让观众直接
称她为“大力神版红太狼”，用钢质材料铸成的平底锅
其硬度可想而知，当这位女大力士把平底锅瞬间卷起
的同时现场爆发出惊呼声。另一名曾经参与过 《吉尼
斯中国之夜》 的选手、拥有“最软美女”称号的 Zlata
则再度来到了节目中，除了与中国美女选手刘藤的精
彩挑战外，还首次带了华美柔术表演，惊艳瞬间撼动
全场。

据了解，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微博电视综艺节目
榜“疯狂综艺季”中关于 《吉尼斯中国之夜》 的热度
不断上升，最终，当期微博热度一跃升至节目榜第 2
名，话题热度总榜第9名。在《吉尼斯中国之夜》的官
方贴吧中，随着节目的开播，网友在贴吧的互动“热
闹非凡”，最高峰近10万人对节目进行在线关注。百度
指数中移动搜索的指数也同比飙升254%，节目热度整

体同比增加了118%。在春节大型节目聚集的时段，差
异化定位的《吉尼斯中国之夜》赢得了观众的心。

40余项挑战带来震撼

这次 《吉尼斯中国之夜》 一大特点是首次采用了
红蓝两队对抗形式进行挑战。主持人撒贝宁与百克力
分别坐镇红蓝两队担任领队，在两队选手为期7天的激
烈比拼中，两队队长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为队员打
气。一边是小撒勇敢登台尝试吉尼斯挑战，另一边百
克力甚至站到了桌子上为选手摇旗呐喊；一边是小撒
金句不断，一边又是百克力顶着高烧继续段子连连，
两队领队可谓是在挑战之外的又一道风景，有观众
称，他们是不是“疯了”！

40 余项挑战项目在 7 天联播的时间内陆续与观众
见面，观众既可以看到塔沟武校的孩子上演“极限空
间挑战”，也可以看到喷火奇人“一分钟连续喷火次数
最多”。同时，“一分钟夹蛋糕最多”和“顶重物快速
行走”挑战也将迎来网络红人“蛋糕姐”和“顶狗
哥”。7天内挑战40余项吉尼斯纪录，给观众带来了不
可思议的震撼。

来自美国的选手Brian这次挑战的是“用人工吹气
方式抬起最重汽车”，他将与中国选手丁兆海再度挑战
这个经典项目。这是Brian最后一次在电视节目中参与
吉尼斯挑战，之所以选择《吉尼斯中国之夜》来做他的

“电视节目告别秀”，用他的话来解释：“我爱《吉尼斯中
国之夜》，中国观众带给我家一样的感觉。”（文 纳）

龙山时代的“华夏第一瓦”、华
丽的汉代朱雀灯以及中国现存最早
的“提线人偶”……这些平时难得
一见的珍贵陶瓷文物春节期间首次
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公开展
出。参观者不仅能了解到古人的礼
乐文明和饮食礼仪，更能领略古代
的商贸盛景和关中风情。

由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等单位
主办的 《陶语诉春秋——古代陶瓷
与文化生活展》 分为“文明的初
声”“无字的天书”“陶制的人生”
等六部分，共展出宝鸡地区从新石
器时代一直到清代出土的历代陶瓷
文物 400 余件，展现了古代老百姓
的趣味生活。

出土于宝鸡桥镇遗址内的龙山
时代的泥质红陶蓝纹筒瓦虽有些残
损，但通过长达26厘米、直径12厘
米 、 壁 厚 1.2 厘 米 的 “ 华 夏 第 一
瓦”，仍可想见先民用其保护屋脊的
情形。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研究室工作
人员李丹说：“这件筒瓦的陶质为红
色，上刻有线条状的蓝纹，叫‘红
陶蓝纹筒瓦’，其主要价值在于把古
人用瓦的时代提前到了龙山时期，
比人们所熟知的秦砖汉瓦的历史早
了1000多年，为研究黄河流域新石
器时代龙山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建筑用瓦资料。”

除了“华夏第一瓦”之外，罕
见的仰韶文化时代的陶号和陶鼓，
以及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提线人
偶”等珍贵文物都是首次展出。而
一件扶风县官务汉墓出土的朱雀陶
灯，由底座、3个托盘、3节中空的
圆形灯柱、13只灯盏及24只承托蜡
烛的朱雀组成，灯座四周贴塑有 28
组动物形象和人物故事，让参观者
依稀见到灯盘被点燃时，烛光摇
曳、乐妓吹奏排箫、武士持弓引马
的古人生活场景。

（都红刚）

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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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让“抢红包”变 成

《吉尼斯中国之夜》：

不可思议的震撼

▼

澳
大
利
亚
选
手
挑
战

﹃
杂
耍
抛
接
电
锯
最
高
﹄
项
目

《
中
国
年
味
》
：

寻
年
俗

学
礼
仪

关
注
普
通
人

▼

贵
州
的
﹃
中
国
年
味
﹄

400余件历代珍贵陶瓷
文物首次在陕西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