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诞之痒
——— 2010 圣诞白皮书
本报记者 张亚男

潍坊周读·专题 C03
一周数字

1/4
中国社科院刚刚发布的“社会蓝皮书”———

《2010 年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中,公布了零点

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2010 年中国居民生

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约 1/4 受访者

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在谈到为什么穷时,人们

更倾向于归咎于社会大环境因素,如社会制度

和社会风气等；而较少归咎于个人层面的原因,

特别是个人层面可控制的因素,如家人是否努
力,是否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等。

15 分钟
北京停车收费计时单位由半小时调整为

15 分钟，停车地区分为三类，一类地区占道和
路外露天停车收费标准为每小时 10 元和每小
时 8 元。

30 万
近日，网帖“史上最牛事业单位工资”引来

网友热议，发帖者贴出三张工资表格，并称这是

深圳市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部分员工的工资

统计表：每月津贴 30000 元、过节费 35000

元……再加上其他津补贴，年收入最高可达 68

万，平均年薪 29 . 4 万。

906 名
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煤焦专项办 22 日联

合召开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通报在今年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中，有
906 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厅级

干部 7 人，县处级干部 109 人，乡科级干部 262

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开展两年多

来，共清缴各类违法违纪资金 304 . 14 亿元，相
当山西省 2009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近

三分之一。

253
罗亚平在担任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

负责人短短几年期间，涉嫌贪污受贿金额高达
3000 余万元人民币，另有 2800 余万元人民币，

69 万多的美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罗亚

平“双规”后，在她办公室里搜出来的东西，有
12 个身份证、15 个户口本，私刻的顺城区人民

政府公章，以及区长印签，还有大量房照、地照，

土地经营中心的空白收据。253 个 LV 包，48 个
劳力士手表，在她家里发现了。

圣诞节，怎样的傲慢与偏见

等国人惊觉猛醒的时候才发现，这个

洋人过的“大年”已经堂而皇之地走进了

橱窗柜台、走进了文字音乐、甚至走进了

我们的头脑和生活习惯。

1980 年底，香港兰桂坊的老板盛智文

到杭州，当年的圣诞节，他所入住的涉外

宾馆专门为宾客们举行了一场小范围“圣

诞晚会”。盛智文当时敏锐地感觉到了，

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轻微的脉动。

他感慨地说：“中国真的开放了。”

2006 年的圣诞节，显然是过得比较热

闹的。那一年圣诞节最大的噱头恐怕就是

“博士联名大战洋节”。一篇名为《走出

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

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

倡议书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

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

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哲学或教育

学博士的名字挂在文末，日期落款还采用

了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丙戌

年己亥月辛巳日”(2006 年 12 月 18 日)。

一时间，就仿佛西洋文化真的“雨急风
狂”，而中国传统似乎也真的在风雨飘摇。

2010 年 12 月 21 日，也就是今年圣诞

节前夕，常有“惊人之语”的 80 后作家张
一一在其博文上抛出一枚炸弹，要“强烈

呼吁把‘圣诞节’赶出中国”。张作家因
此被网友封为“作家中的给力哥”，然而

跟帖的评论中却不乏两个英文大写字
母——“ S ”和“ B ”。

似乎是一个缓慢的、溶解般的过程，

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圣诞节开始慢慢进

入我们的生活。

等国人惊觉猛醒的时候才发现，这个
洋人过的“大年”已经堂而皇之地走进了

橱窗柜台、走进了文字音乐、甚至走

进了我们的头脑和生活习惯。

于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几家欢乐

几家愁。因为和“崇洋媚外”这个宏

大的话语帽子连在一起，关于“洋

节”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是当人们的思想变得和他们的

生活一样丰富时，这场口水仗好像就

不再是一边倒的局面了。

不是狼来了，是狼来腻歪了

好像人们又不是在“真过节”。“很

多人就是图一个乐，好像谁也没有真的

当真。”

争论声此起彼伏，但人们好像早已经变得

沉着又淡定，在口沫横飞中岿然不动。不管是

网上还是电视上，口水仗时时有，听完了这
出，拍屁股走人——该过的节还是会随大流地

热闹一把，哪怕就是一场赶集般的“打酱

油”。

苗苗 25 岁，省城某名校社会学系毕业，

事业单位科员。她说，每年的圣诞节，既是过

了，也是没过。“你根本说不清什么叫做过圣

诞，饭局多了、开销大了、娱乐多了，有恋人

的人会多了些在一起花钱的理由。”

在她记忆中每年大学的圣诞节都会显得比
过年热闹，她会约上朋友、或者被朋友约上，

一起去下馆子吃顿好的、去 KTV 唱个通宵，奢

侈一点的说不定还会找个酒吧体验一把。

“普天同庆”——她这样形容。

好像人们又不是在“真过节”。“很多

人就是图一个乐，好像谁也没有真的当

真。”

从 11 月下旬开始，各商家已经开始动

手准备。在这个小城所能找到的各个购物

广场里，高高的圣诞树金碧辉煌，泡沫和

工业棉堆成的雪地上，再现穿红衣服的老

头儿坐着驯鹿拉车，从北极圈爬进每家烟

囱的场景……人们一边感叹“这商场真有

钱”，一边在巨大的圣诞树旁做国人最喜

欢做的事情——合影留念。

12 月 23 日，东风街上一家大型商场

的门口，早已搭起了圣诞主题的门廊——

只不过，绿色的槲寄生上显示着某珠宝品

牌的 LOGO，和该品牌代言明星的大幅照

片。

此时，就连最蹩脚的店铺里，都会摆

上一棵小小的、绿塑料做成的圣诞树，上面

挂满了七彩灯。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意味简

单——利润和商机。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圣诞给越来越

“好热闹”的现代人打了一针强心针，商家从

这强心针里获得利好。

精神的欢娱、情感的关怀、以及全民的

价值创造，这些都并行不悖。

各取所需，所以没什么好争辩的。

就连“专家们”，现在似乎也已经开始慢

慢地接受现实、珍惜口水，懒得去做什么争

辩了。

从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圣诞是个

“西洋镜”，这么多年过去，圣诞节依然还是

西洋镜。人们可能从没看清楚过，也懒得看

清楚了。

这回，不是狼来了，而是狼来腻歪了。

被“围观”的圣诞背后

咱们不是让洋节给西化了，而是把洋

节给中国化了。

中国式的圣诞节，就好像一场围观。

1897 年，纽约有个名叫弗吉妮亚的小

姑娘，给纽约太阳报社寄去一封信，信中

简单地问了一个问题：“亲爱的记者先

生，您能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圣诞

老人吗？”

不知道，中国的小姑娘们有没有问过

这个问题。

中国的年轻人不光爱圣诞，对别的洋

节也是照过不误，尤其以情人节为最。

可是过了洋节，我们想要的又是什

么？

一份礼物、一束鲜花、一张贺卡、一

场狂欢，这好像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或者

说，我们想要的不仅仅如此。

参与，正说明自己没有被遗忘；“反

传统”的另一个解释，似乎就是“现代”

和“先进”。

或许还是局外人看得更清楚。

汤姆·道克特罗夫在美国《赫芬顿邮

报》上撰文：“对于中国人来说，圣诞节

不是‘西方的’。相反，它是‘国际的’

和‘现代的’节日，带有一点点身份地位

的气息，中国人接受圣诞节并不意味着

‘西化’……在这个个人身份与需要外在

事物进行证明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下，它

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表达。”

他解释说，西方的节日，尤其是圣诞

节和情人节，在儒教背景下是增强个人身

份认同感的一个有用工具。

在西洋人的圣诞童话里，圣诞老人是

为每个孩子做“年终总结”的鉴定人。他

会视一年的表现，满足孩子们年终岁末最

最梦寐以求的愿望。听话的孩子会得到美

好的回馈，不乖的孩子可能会得到一块毫

无用处的煤球……

所以对小姑娘弗吉尼亚来说，圣诞老

人有没有的问题，才显得至关重要。

可，国人的狂欢貌似还只是停留在到

商场血拼上，至于“圣诞老人有没有”这

种西洋人的问题，似乎问不来，也不会

问。所以啊，咱们不是让洋节给西化了，

而是把洋节给中国化了。

洋节，中国化洋节，中国化

洋节的衍生产品。

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的三个
关键词。

崇洋媚外，传统没落，自由

与认可。

这可能是关于圣诞节口水战
中我们所能听到的最多的词汇。

谁也说不清 12 月 25 日这一
天，是从何时起开始对中国人有

了意义，但等到人们发现它已经
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并有

成长壮大之势时，恐慌、打量和

思考的情绪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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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用其眼花缭乱的纷繁色彩挑起了国人心中的浪漫与激情，但在热闹的反

面，这个洋节的文化和人文情怀却少人探究。这个节，显得有些轻飘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