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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为何越过越没味———

别别热热了了洋洋节节
冷冷了了春春节节

碎碎念

七个十年，七点感悟

□智效民

按照传统观念，一过春节我就进入古稀之年
了。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
悟，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一、心态从容的父母，给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
我是1946年出生、1952年入学的。开学后的一个

星期天，父母要检查我的作业，但我就是不让，他们
只好放弃。从此我进入了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时
代。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要看一场电影。我把电影
票保存下来，一个月居然攒了26张。去掉四个星期
天，平均每天看一场。

那时候电影院不仅有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
的内地影片，还有香港地区影片和译制片。现在回
想起来，这些影片对我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审美
情趣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

二、广泛的阅读兴趣，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上了中学以后，我对数学比较重视，对语文不感

兴趣。初二期中考试，我的语文只有38分。所幸我喜欢
看长篇小说，作文还说得过去。不久遇上教育改革，要
求语文考试以作文为主，这才让我渡过难关。

后来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即便是
数学家，也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何况万一当
不了数学家，或许还能依靠写作维持生计。

三、不怕年少轻狂，就怕缺乏正确的分析判断。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

能进入大学，便主动下乡插队，想以此证明“紧跟毛
主席干革命”的愿望。但下乡以后我才发现，主动放
弃城市户口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而农村的情况与
当时的宣传也不是一码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坚持读书，等待机会。苦熬七
八年以后，我才回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当时父亲
问我：“你不是不想当小学老师吗？”我说：“我今天
当了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就能当
大学老师。”

话虽狂妄，但是我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当时大
学一直停办，所以“教师荒”很快就会从小学蔓延到
中学、大学里去。

四、人生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充电。
没过几年，我就跳槽进入一个工厂子弟中学。

因为文科可以自学，数学却不大可能，所以我放弃
数学家理想，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非常混乱，这正好
给了我足够的读书时间。那时候除了“手抄本”之
外，还有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
在坊间流传。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并对国外情况
和文明走向有所了解。

“文革”结束以后，我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
研究生考试，但因为没有托人“拜码头”，所以名落
孙山，未能如愿。这次考试虽然失利，却让我找到了
研究方向。

五、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
直到40岁那年，我才凭借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山

西省社科院。一开始，我还想通过写论文、做课题获
得同行承认，但很快就发现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存在
严重腐败。

于是我开始致力于随笔写作，并为自己立下
“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加评奖”的“三不主义”。
这样一来，我虽然在职称评定和工资待遇上受到很
大影响，在思考、研究和写作方面却获得解放。甘蔗
没有两头甜，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这也是我
在不惑之年的一点感悟。

六、做学问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这些学术随笔在报刊发表后反响不错，所

以就有出版社愿意将它们结集出版。这些年我先后
出版十几本书，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和《八位
大学校长》(后改名为《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不仅
一版再版，还被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中评为

“推荐之书”。我虽然以“三不主义”自律，但这个奖
项是读者给的，所以我欣然接受。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要坐十年
冷”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许多学术单位却用“鞭
打快牛”的态度对待年轻人，不愿耕耘，只问收获。结
果是拔苗助长、毁人不倦。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通病。

七、忘掉死亡，忘掉年龄。
退休以后，我除了继续写作外，还去香港访学，

到台湾开会。去年我又在北京、南京、宁波、韶兴、南
昌、温州和山西等地参加读书沙龙，与读者聊个人
经历和治学经验。这几年我还多次跟团出国旅游，
虽然不大自由，却也开阔了眼界。

此外，我61岁学车，64岁买车，如今已经是老司
机了。我想开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享受汽
车文明，二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长度无法控制)。
有车以后，我不仅多次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还去
过承德、围场、秦皇岛、北戴河等地。

最后，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去一些国家和
地区，以便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

文/丛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学
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注册心理咨
询师)

认同心理让很多年轻人热

衷洋节

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临。春节
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重
要的一个节日，我们习惯把过春节叫
做“过年”。过去，由于经济条件所限，
人们平时生活节俭，可是过年却绝不
含糊，会把一年的积蓄拿出来，购年
货、做新衣、走亲戚……其实，在千百
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对于如何过
年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
习惯。进了腊月门，人们开始忙年，比
如：扫尘、贴春联、除夕守岁、放爆竹、
初一拜年、十五吃元宵闹花灯等等。
总之，我国春节民俗蕴含了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是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

可是渐渐地，年轻朋友们对这些
民俗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不愿意去
了解和继承那些习俗背后的文化内
涵，节日除了聚餐和走亲访友外，他
们觉得春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
以，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这年过得越
来越没有年味了”，连带着春节晚会
就变成了大家发泄的焦点，吐槽春晚
则愈加不亦乐乎。与之相反，许多洋
节却越来越被青睐，情人节的玫瑰、
感恩节的购物、圣诞节的平安夜等，
人们过得有声有色。

其实，对于洋节日，开始也就是
部分人觉得新鲜，无非借个由头休
闲、热闹一下而已，但现在已经发展
到许多年轻人对这些节日的起源和
过节的习俗都了如指掌，模仿承袭。
比如，我们国家的习惯中，新年、春节
都是与家人一起团聚，而西方许多国
家会有聚众等待新年钟声敲响的仪
式，于是，引发了2014年12月31日晚上
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当然，笔者的意思并非反对过洋节
日，或者过洋节日就是崇洋媚外，而
是说，过度地热衷于过别人的节日而
忽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究其原因，
是一种认同心理在作祟。

心理学认为，“认同”意指个体向
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的认同，以
消除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因无法获得
成功或满足时，而产生的挫折所带来
的焦虑。比如，一个小孩发现因为自
己很多方面都不如别人，怕大家都不
愿意跟自己玩，于是，他告诉大家“我
舅舅是警察”，接下来，其他小朋友纷
纷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在发展心理学讨论中，“认同”是
儿童和青少年期成长的主要发展任

务，也是协助人格发展的重要方法，
比如先是认同成人的好的做法，如负
责任、任劳任怨等，而后内化成自己
的重要品质，这是对成长有益的。但
如使用不当，也可能成为一种防卫反
应。例如：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因
为他十分仰慕一位著名教授的渊博
学识，而该教授的家里有一间很大的
书房、很多的书，于是，此人以在自己
家里买了一大书架的书的方式向教
授认同。另有那些“狐假虎威”“东施
效颦”等都是认同的例子。电视剧《双
城生活》中郝京妮的婆婆杨曼莉，认
为自己保持喝英式“清咖”、吃英式点
心，就是自己高雅的体现，是将认同
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一个典型人物，让
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认同有时也可
能是认同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些
习惯，当然也包括了热衷于过洋人的
节日。说白了，这就像是青少年追星
一样，就是个人认同他人的言行及其
自身价值的过程。

对本民族文化没自信不认

可导致盲目认同

过分认同过洋节日的大多数是
年轻人，他们的认同可能是对认同对
象的信仰极端。对这一心理作如下解
析：

心理学家普遍将青少年期称为
“心理断乳期”，在这一时期他们逐渐
发现，自己以往崇拜的父母并不是什
么都对或无所不能的，于是，他们在
急于摆脱父母的影响时，便去寻求自
我认同。自我认同与耻辱感、尊严感、
自豪感密切相关，也就是我要找到那
种让我自豪和有尊严的存在方式。这
种表现很像某一年春晚吕丽萍和冯
巩演的一个小品，其中的一段表演
是：哪里的人洋气、有钱，人们就纷纷
学哪里的口音说话，大陆的人纷纷学
港台人说话，因为他们洋气。

如果青少年在认同时能够全面、
理性，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由
于他们处在成长和发展阶段，价值观
并不成熟，所以就会出现认同的片面
性，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认
同。拿圣诞节来说，西方的圣诞节
(Christmas)本身是一个宗教节日，每
年12月25日用来庆祝耶稣的诞辰，是
西方国家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
节和平安夜是很庄重的，圣诞节前夜
人们都会去教堂祷告；而我国年轻人
大都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接受他们
的宗教，只取他们对我们有用的部
分，就好比新娘结婚的白色婚纱，在
西方是在教堂举行婚礼时穿的，象征
着圣洁；而我国的婚礼习惯是色彩艳
丽、喜庆，因此红色当是首选。我们的
传统服装也多种多样，比如旗袍。可
是我们的年轻人认为我们的服装土
气，西方的婚纱洋气，所以尽管我们

不进教堂，但白色婚纱我们也要拿来
穿在身上。

另外，在这个信息繁杂的现代社
会，由于青年人生活范围和个人经历
有限，各类媒体对青少年了解外界起
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加之商家出于
经济效益而促销的需求，借助对各个
洋节的宣传、强化，使诸多年轻人逐
渐由认知到认同，再到喜欢、偏爱，直
至追逐。

传统节日只有在合理认同

中才会发扬光大

青少年认同他国文化以及节日
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够理性
认同，比如在“追韩剧”时能够认同韩
国的礼仪及长幼尊卑的规矩；追西方
文化时能够认同西方青年人的独立
及自我奋斗等，对我国青年人绝对是
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所以，加强对青
少年认同的引导，社会各阶层责无旁
贷。

第一，对青年人个体而言，要通
过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多了解我国历
史，通过了解加深喜爱。比如，春节写
春联就有很多讲究，上下联要字数相
同、句型相同，相应部位的字要词性
相同、词义相反或相关；在作对联时
要讲究声律，一联之内平仄要交替，
上下联平仄要相对。再如，我国春节
的来历、二十四节气的精准程度等
等，越了解会越觉得祖国文化的神奇
和博大，了解得越透彻就会越喜欢并
为之自豪。自豪感增加，自我认同则
随之产生。

第二，就家庭与学校而言，父母
与教育者应在与青少年的交流中探
索和引导对于他国文化的认知，引导
青少年从不同层面去认同。对比不同
民族文化，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和哲
学观点各有千秋，比如，我国著名语
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就句子
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
国语言是人治的。”英语句子的“线
型”结构，蕴含着直意表达，直来直
去，句子中每个单词缺一不可，缺了，
意思就不对了；而中文语言则委婉曲
折，表达意思为主，不纠结在某一字
或词上。类似这样有趣的对比，引导
青少年将注意力放在东西方文化的
对比和深入了解上。只有了解透彻，
才有兴趣和喜爱。

第三，就社会与大众媒体而言，
应该承担起主流价值观引领的角色，
让青少年了解到，全世界有很多人正
在以会说汉语、了解中国为自豪，树
立本土文化中有利于青少年认同发
展的榜样；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而抛弃社会责任。以我们的春节文化
为契机，深入地了解和热爱我们的传
统文化。大家齐心合力，我们的优秀
传统文化一定会发扬光大！

圣诞节狂欢、感恩节购物、情人节约会……洋节越过越热闹，
而我们的传统节日——— 春节，除了放假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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