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爽

在中国，没有被列入“法定节假日”却照样火得一塌糊涂的节日，圣诞节首当其冲。

这是一个“金砖和板砖齐飞”的节日——— 每年12月，当城市的夜空被大大小小的圣诞树装点得格外璀璨明亮的时候，一场关于“中

国人该不该过圣诞”的大讨论便会接踵而来，总有人怀着这样那样的顾虑，给这个节日扣上一顶顶尖锐的帽子：有“盲盲目跟风”、“崇

洋媚外”的小帽子，也有“文化入侵”、“信仰斗争”的大帽子，几年前甚至还遭到过北大清华十博士的联名抵制………一时间，那个笑

眯眯的白胡子老头形象，在很多人心中变得伪善而狰狞起来。

我本人对这个节日倒是一直不痛不痒，除了上学时因为拼写christmas漏了中间那个“t”被罚抄写而心中不爽外。但现如今看到圣

诞节被一些人当成洪水猛兽来抵制，又实在忍不住要站出来说句话：区区一个节日就能让国人“数典忘祖”？那些紧张张兮兮的人未免太

小瞧老祖宗五千年传统积淀，也太高估圣诞节的社会功用了吧！

其实说白了，圣诞节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披着华丽的节日外衣，类似于淘宝“双11”但是形式和内容更加“高大上”的购物

狂欢节而已。

别的不说，你见过几个中国家庭会在平安夜里合家团圆，煞有介事地吃火鸡、办派对？人们之所以喜欢过圣诞，无非是是找个借口出

来疯一把罢了。因此每当我听到有人说“中国人连圣诞节是耶稣生日都不知道，分明是瞎起哄”的时候，就会在心里轻轻松一笑：嘿，这

正是你们不必过于紧张的原因呀！圣诞节在中国远未上升到“圣诞文化”的高度，充其量只是“圣诞经济”而已。大家家追求的也只不过

是在那天随心所欲地说句“圣诞快乐”，然后一头扎进商家刻意营造的浪漫节日氛围中，借机解除对荷包的封印……仅仅此而已。这和是

不是基督徒，知不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继续忿忿不平：凭什么现在过圣诞比过春节更有气氛？一个洋节动静越搞越大是要闹哪样？哈哈，我忍不住要拍拍拍你的肩

膀：Take it easy，那是因为圣诞节人们可以走出户外纵情狂欢，而春节却要留在家中团圆守岁，连商家都关门歇业了，你又怎能要求

大街上的气氛跟圣诞媲美？一个是商业味儿的洋节，一个是人情味儿的传统节日，在国人心目中好比肥皂剧与历史正剧剧的差别，孰重孰

轻不言而喻。

我一直乐观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是无法撼动的，就像袁腾飞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里总结的，，华夏文明有

着强大的包容性和天然的屏障性，这就好比年轻人平时爱吃麦当劳肯德基，但是到了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你见过谁家家学电视广告里围

着只“外带全家桶”欢呼雀跃？热腾腾的饺子才是正道！

卸除了对圣诞节的成见，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观赏这出五彩斑斓的“肥皂剧”了？这个节日和它所营造造的那种轻

松、自由、开放和梦幻的氛围，确实带给我们很多快乐。而我们身边大多数人之所以接纳和喜爱圣诞节，也正是源于对对快乐的追求———

年轻人可以放松压力，孩子们可以憧憬梦想，商家们能从促销中获益，消费者可以尽情犒劳自己……So，不想过这个节日的没必要痛心

疾首，想借机Happy一下的不妨把圣诞节当成生活中难得的调味品，在商家的“阴谋”中好好地享受一下消费的乐趣，必要时给自己一

点奢华的满足，为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小小贡献一把，何乐而不为？

无关传统，只在心情——— 理直气壮过圣诞吧，像个单纯快乐的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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