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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纸制制贺贺卡卡，，还还要要不不要要再再买买

【冯勇】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冯
勇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得
杠子头津贴100元。

反方正方

一辩@林毅：随着科技的进步，短信、邮件、
微信等已经代替了纸制贺卡，成为节日问候新
宠。纸制贺卡少有人问津，已经没有生存市场
了，物竞天择，只能退出历史的舞台。电子贺卡
简单快捷，纸制贺卡浪费资源，环保产品代替资
源浪费是必然。

二辩@李洪嵩：纸质贺卡作为联系亲情的
纽带，曾经盛极一时。当时的现实是没有发达的
网络，没有迅捷的手机。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
纸质贺卡退出舞台，已成必然。首先，纸质贺卡
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其次，与贺卡命运
相似的纸质书信早已经失去往日的辉煌，代之
以电子邮件。贺卡最终同样会被更加先进的电
子技术所取代，这是社会发展所决定的。

三辩@黄伟民：过去，每逢重要的节假日互
赠贺卡，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表达方式，随着
通讯科技的应用和便捷的信息传递，人们之间
的交流空间大了距离缩短了。纸质贺卡退出人
们的视线是早晚的事。推陈出新是社会发展的
规律，贺卡该不该退出历史舞台也应该追寻这
个原则。高科技的现代通讯工具的普及，完全可
以替代传统的纸质贺卡，这也符合当前社会发
展的大环境。

四辩@庄秋燕：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已经
对人们的生活进行了全面覆盖，以纸质贺卡作
为媒介传达祝福的形式也逐渐由最初的强大冲
击，直至如今的乏人问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纸质贺卡可以作为一
部分人怀旧的纪念，但这无法阻挡纸质贺卡即
将完成使命退出舞台的命运。如今短信、电子贺
卡等，使人们表达祝福的形式异彩纷呈，可供选
择的方式越来越多。而且电子贺卡以其丰富多
彩的内容，精美的设计，温馨的语言，方便快捷
的形式，赢得了无数公众的心。

一辩@甘泉：电话、短信、邮件、电子贺卡等
比纸制贺卡固然有方便快捷和节约自然资源
的优势，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正如打电话、发
信息或QQ视频比不上经常回家看望老人一
样，亲手写贺卡，不仅避免了一些刷屏复制图
省事的索然无味，而且更具亲和力接地气，原
汁原味，既充满温度，也有利于收藏后今后拿
出来回味欣赏。因此，与其完全信息化地统统
退出舞台，倒不如尊重个人的习惯和爱好，保
持多样性。

二辩@陈立新：贺卡是纸张制作的，损耗木
材是难以避免的。就像不能因噎废食一样，不
能一味地认为贺卡是纸张制作的，就是对自然
资源的一种浪费。是物品都要损耗自然资源。
贺卡的社会意义和其本身独有的作用不是这
种浪费所能抵消的。

三辩@陶玉山：纸质贺卡的内涵是极其丰
富多元的，不仅是亲友之间的一种交流问候方
式，还承载着一种文字难以形容的亲切亲情和
温馨。寄贺卡人在贺卡上亲笔写的问候祝福的
话，哪怕是寥寥数字，给收卡人带来的愉悦和
享受也是久远的。时隔多年拿出来看看，回忆
和邮寄贺卡人的点点滴滴，那种精神上的温暖
是短信、微信、电子贺卡等难以比拟的，纸质贺
卡的内涵更是不可取代的。

四辩@冯勇：纸质贺卡作为一种传统的问
候方式，其中蕴含与承载着浓厚的人情味，给
人的那种温暖与温馨是其他诸如电子贺卡、短
信等形式，远远无法达到的。短信、电子贺卡虽
然以方便快捷著称于世，得到许多年轻人的追
捧和青睐，但由于复制粘贴的大量存在，反而
使本来充满深情的祝福，演变成一种不伦不类
的搪塞和敷衍。大煞风景的同时，也为公众所
诟病。

一张小小的贺卡,曾经是亲友间寄托祝福的载体,但随着电话、短信、邮件、电
子贺卡等的出现，纸制贺卡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元旦、春节临近，有市民认为，
纸制贺卡，是对朋友的一种问候和祝福，是亲友间交流的一种形式，应该保留和提
倡；也有人认为，纸制贺卡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浪费，亲友间表达感情现在完全可
以通过短信、电子贺卡等新形式，纸制贺卡应该退出舞台了。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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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了，退出是历史必然 贺卡背后的情感难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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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卡凝聚真感情

@王锦南：其实，现在的贺卡要
么是再生纸，要么是用速生树材所
造之纸，贺卡并不会造成太多资源
浪费。在笔者看来，电子贺卡虽说方
便、省钱、节约资源，但其中到底有
多少真情感呢？笔者的电子信箱里，
也经常收到电子贺卡，但大多是转
发的，由此可见其敷衍。

可以说，每送出的一张纸质贺
卡，都是感情的见证。对收者而言，
能在电子贺卡横行的当下收到纸质
贺卡，该是多么温暖啊。我们需要真
感情，不需要敷衍的情感。从这点来
说，纸质贺卡还大有市场，远未到退
场之时。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彭磊：传统贺卡之所以还没
有完全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说明它
还是有着一部分消费群体的。而且
传统贺卡有着电子贺卡不可代替的
优势。传统贺卡和电子贺卡没必要
你死我活，而应该是互相补充、自由
选择。随着时代发展，传情递意的媒
介也在更新，向快捷、即时、趣味性、
多样性在转变，节假日能收到问候、
祝福，自然乐不可言，又何必纠结于
选择何种方式来表达呢？

别让贺卡成应付

@朱慧松：一张小小的贺卡确
实带给很多人无数美好的回忆，就
拿笔者来说，当年读中学时每到年
底，天天都会到学校收发室看看有
没有自己的贺卡，收到好友的贺卡
后总会激动好半天，然后精心挑选
一张贺卡回给对方。而刚参加工作
后，还经常收到贺卡，但后来就越来
越少了，即便有，那种激动也是越来
越淡了。

市民怀念传统祝福方式，自掏
腰包给亲友寄贺卡，这当然无可非
议。可一些机关单位一到年底大寄
贺卡情况则不同，以单位公款寄贺
卡，看似开支不大，但集腋成裘就不
是个小数目了。而且这种单位贺卡，
对方收到后，也大都觉得没太大意
思，甚至根本没细看，而贺卡被看一
眼后就束之高阁乃至扔进了垃圾
桶。一定程度上，这种寄贺卡更像是
一种应酬，没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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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油诗

@张庆金

纸制贺卡传真情，
完全退出不可行。
电话短信太敷衍，
人际关系有障屏。
貌似资源是浪费，
汉字文化人尊敬。
纸制贺卡应保留，
传统文化受欢迎。

父母视我的贺卡为宝贝

@崔屹：我给父母寄新年贺卡
是从上世纪90年代来济南上大学开
始的，记得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元旦，
看着同学们都在忙着为亲朋好友发
贺卡，我也买了几张明信片发给外
地的同学，其中一张发给了老家农
村的父母。尽管贺卡只是最简单的
明信片那种，上面只是寥寥数语，但
过后听说父母高兴得不行，觉得我
长大懂事了。新年贺卡不知不觉坚
持了十多年，随着家里电话的安装，
电话联系逐渐替代了书信和贺卡，
去年回老家，我无意中在柜子里找
东西时，发现我写过的所有贺卡，被
父母一张不落地收藏在箱子里，我
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贺卡在父母心
中的分量，蓦然发现我已经数年没
有写贺卡了。这个元旦，我又买了贺
卡，并在内心告诫自己要把这份简
朴的祝福坚持下去。

贺卡温暖内心

@陈立新：年底收拾整理抽屉，
发现在一个硕大的旧信封里装着好
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好友邮寄的贺
卡，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心地翻看
着那一张张褪色的样式不一、真情
浓郁的贺卡，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和
这些好友的友谊，心潮澎湃，感慨万
分。有的好友已经不在人世了，更多
的失去了联系。温暖内心的贺卡仍
在，友情永存。如同电子版不能取代
报纸书籍一样，我觉得贺卡本身独
有的那种意义是珍贵的、久远的，不
会被其他代替的。短信、电子贺卡总
是显得冷冰冰的有距离，有应付的
嫌疑，缺少贺卡本身应有的一点点
温馨。可能贺卡不会像过去那么火
爆时髦，可是，贺卡不会自动退出舞
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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