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七夕夕””咋咋就就过过成成了了情情人人节节
民俗专家称七夕原本是农时节日，并不关乎爱情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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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到来，“活体萤火虫”成了
热词，有商家以“萤火虫”为招牌进
行促销，网上也有不少卖家贩卖活
体萤火虫。有市民就称，给爱人制造
浪漫的方式有很多，何必要这“血
腥”的浪漫？

“萤火虫”成促销招牌

市民刘女士在公交车电视上看
到一则广告，称济南一商家为促销
产品推出如下活动：“凡在其店中消
费的年轻情侣，可在即将到来的七
夕节，一起参与由商家组织的放飞
萤火虫活动。”刘女士看到这则广告
后，心里感觉不舒服：“商家七夕促
销搞活动，怎么能拿萤火虫这种小
生命来消费呢？”

该商家店员介绍：“这些是总部从
网上订购的，现在还未分配到店铺
中。”除了商家促销打“萤火虫”招牌
外，现在也有不少年轻人为了制造浪
漫，从网上购买萤火虫，一时间，“萤火
虫”成了七夕情人节礼物热卖产品。

如此浪漫太残忍

记者了解到，萤火虫成虫寿命短
暂，平均只有5-7天，卖家多承诺80%
的成活率。一位买家称：“从江西到山
东，三天时间，60只就剩下4只”。买家

“下一站是幸福001”花68元买了11只
萤火虫，“第一晚看到发亮的只有8
只，第二晚就剩下2只了”。

对于萤火虫的死亡，卖家也十
分头疼。在运送前，卖家在罐子里放
了艾草和湿润的纸巾，来保持其湿
度，且多数卖家在邮寄前加送了
20%的萤火虫作为损耗。萤火虫寿
命短，成活率低，这让不少人对过七
夕拿萤火虫消费感到太残忍。

微博网友“陈彦辛”称：“萤火虫
对生存环境要求高，应该自己迈动
脚步，去一些萤火虫公园就可以看
到。网购萤火虫这种伤害太赤裸
了。”网友“潇潇Daisy”也称“想要搞
浪漫又懒得亲力亲为去捕，淘宝几
个铜板买来的东西撒手往天上一扔
就算浪漫吗？远不如亲手为对方做
一顿饭来得有诚意。”

网购萤火虫
60只仅活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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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热炒国产情人节

随着“七夕”到来，很多精
明的商家掘金“浪漫经济”，各
类促销活动高潮迭起。在这个
被很多商家定义为“情人节”的
日子，鲜花预订首当其冲的火
爆，花店里忙得不亦乐乎。

洪楼西路金达莱花艺老板
称，店里的玫瑰花预订早就开
始了，这几天销售量也是平时
的好几倍，花的价格也是越来
越高。“前几天订还是六块一
枝，临近节日就涨到八块，情人
节当天，价格会更高。”

商场和超市的“七夕”味道
也是非常浓厚，不少商家打出

“七夕，定格幸福”、“甜蜜七夕”
等宣传标语，与情侣有关的巧克
力、首饰玉器、服装等商品的促
销也是接连不断。不少首饰以低
折扣吸引消费者，用7 . 7折应七
七之名；还有商家甚至推出七夕

买首饰放飞萤火虫活动。
各大餐厅也开始了七夕晚

餐预订，策划了一系列活动供
情侣参加，不少洋餐厅也来分
节日经济的一杯羹，文化西路
的一家麦当劳店专门在店内设
置一面“爱”的告白墙，打出“浪
漫七夕，啡你莫属”的咖啡宣传
标语。

传统节日都成了一个味

实际上不仅七夕，中秋节、
端午节乃至于春节，在市场经
济冲击下，都成了商家促销的
节点。这些炒作以定义七夕为
情人节一样，让过节的市民感
觉传统的味道没有了，节日也
是越过越没味。

11日，在各大商场内，不少
情侣兴致勃勃地在服装、化妆品
柜台前，为对方挑选礼物。在一
家银行上班的王先生称，过节也
没啥安排，就是逛逛街，吃顿饭，
看个电影，就算过了。“平时周末
我们也都是这么过，七夕也没什
么不同。”记者调查发现，一年两

个情人节，不少年轻人大都表示
“没有什么新鲜感”，西方情人节
和中国的七夕同样过法，已成为
一个呼朋唤友出来聚一聚、联络
感情的由头。

“现在过节没以前有意思
了。”在济南工作的李女士说，她
老家在天津，小时候过七夕有这
样一个风俗，会跟着姐姐去别人
家偷菜，拿来包饺子。“现在都没
有这种有意思的活动了，送点东
西也就算过节了。”

过节吃、喝、玩、乐，这些都
需要花钱，这也让一些年轻人
既期待又无奈。刚参加工作的
陈兆兴，每月工资还不到3000
元，这次的七夕情人节计划和
女朋友一起游玩、吃饭、逛商
场。“一个月的工资都得花掉，
节日真是成了‘劫’日。”

山东没过七夕节传统

七夕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
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据
了解，七夕节又叫乞巧节，起源
于汉代。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

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
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
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
七夕被当成了年轻人表达爱情
的日子，被越来越多的过成了
中国情人节。

“现在的七夕少了文化底
蕴，已是‘旧瓶装新酒’。”山东
大学民俗研究所的刘宗迪教授
介绍，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原本
是一个农时节日，并不关乎爱
情与婚姻。“山东地区也基本没
有七夕节的传统文化风俗，文
化风俗保存较好的是陇南西和
地区、浙江一带。”

不少市民也是感觉越过越
没有味道了。刘教授认为，这与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以
前过节一般是几世同堂，大家
庭气氛浓厚，比较热闹；现在家
庭结构越来越小，也就没有过
节的气氛。”刘教授认为，“中国
传统节日缺乏那种庆典性的活
动和狂欢，而西方传统节日有
宗教背景，一般是城市社区一
起过，有大型的庆祝活动，相对
保存得好。”

中国传统的“七夕”来了，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节日的真正含义。情人要的是浪漫、商家要
的是营业额，打起爱情的名义促销，让“七夕”成了促销节。民俗专家表示，七夕其实无关爱情与婚姻，
纯粹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但在世俗冲击下，想恢复传统节日的传统味道似乎很难。

12日，黑虎泉北路一家鲜花店，工作人员正在制作花束礼盒。 本报记者 王媛 实习生 宛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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