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摈弃陋习
为文明过节腾地方

【新闻背景】春节假期，各色同学
聚会成为人们怀念青春的方式。然而
媒体调查发现，本是回忆纯真年代的聚
会却多了炫富、攀比的意味。当“致青
春”变成“名利场”，面对昔日“同桌的
你”，不少春节“恐聚族”感叹“相见不如
怀念”。（2月5日《法制晚报》）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几人能
独善其身？客观地讲，同学会还多少有
一些刻意与在意的追忆，还有一些感情
的叙旧与续接，而在其他聚会上，听到
的永远都是“票子”和“位子”这两个关
键词。在这样一个除却“成功”别无信
仰、除却“功利”别无话题的时代，同学
会又怎么可能不被感染？

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奢望自己经历
的每一片树叶，都成为一道最美的风

景。即使同学会上有人炫富、攀比，但
绝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大浪淘沙，会淘走一些沙子，也会
淘出一些金子。同学相见不如怀念很
正常，真正相见的只能是一部分同学，
真正常见的只能是谈得来的同学。没
必要放大“恐聚族”的忧伤，那有时只是
一种吐槽，吐完了也就拉倒。更何况，
在这个人情疏离的社会，同学之情依然
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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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有话

对大多数人来说，今天，春节假
期已经结束。开始上班，“收心”的话
题又被重提。当然，“收心”的重要
性，也许要因职业不同而异。打个比
方，咱是做小生意的，即使得了“假期
综合征”，状态不佳，大不了少挣俩
钱；而对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来

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如心不在
焉甚至“过了十五才上班”，或者身
在岗位心在酒桌、牌桌上，问题就大
了——这样的状态，能为百姓提供怎
样的服务呢？假期结束，人到岗，心
到位，集中精神做事——这是公众的
期望，也是改进作风的硬要求。

人到岗，心到位

【新闻背景】山西晋中的詹女士
今年春节过得很不爽，因“除夕不能回
娘家”的陋习，离婚的她带着孩子在宾
馆过了一个除夕。记者采访发现，一
些旧习俗不但没能增加年味儿，还给
很多人带来了烦恼。（2月6日《京华
时报》）

年俗作为一种文化需要得到传
承，否则可贵的传统或将渐渐消失。
在“西风”渐进的情况下，如何保有年
味儿也是一个现实命题。

不过，很多年俗发展到现在，已经
跟时代格格不入甚至成为陋习、恶
习。比如，燃放烟花爆竹，固然承载着
某种美好的愿望，但如今燃放烟花爆
竹不仅污染空气，还会带来噪声、制造
大量垃圾，其“利”难言有多少，其“害”
却是真不少。

再比如，大量派送红包，已从传统
习俗上升到过年政治学，并导致攀比
和奢靡之风的泛滥，不少红包已异化
成利益交换的工具。即便在“反四风”
的禁令高压下，依然有“领导孩子出国
读书送一万”的暗道。有些年俗还具
有迷信倾向，“除夕不能回娘家”的说
法更荒唐。

让离婚的女儿在宾馆过除夕，
一方面，团圆变分离有违人性、人
情；另一方面，则透露出对离婚女性
的歧视——这种家庭和社会的偏见，

无疑弱化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主流
价值观背道而驰。

而诸如“初五不能走亲戚”“春节
假日赌博忙”等，有的源于旧时人的认
知局限，有的则是新时代出现的新情
况，但不论如何，这些陋习式年俗，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已经到了非
变不可的地步。

过一个文明而现代的春节，需要
对一些传统年俗进行改变和革新。对
积极向上的要继承和发扬，比如给老
人的“孝心红包”，比如“常回家看看”
的过节主题等；对攀比之风，大吃大喝
之风，大请大送之风和日益泛滥的赌
博之风，则应进行整肃，用主流文化对
其进行改变和替代，让过节的形式更
加多元、丰富、文明、现代和精彩。

陋习式年俗当进“历史垃圾箱”，
一方面是要对负效应形成全民共识，
并充分认识到移风易俗的重要性，增
加人们的自觉参与度；另一方面则要
用新的习俗替代旧的习俗。

可喜的是，这一局面正悄然发生
变化，比如春运压力催生的“反向探
亲”悄然兴起，微博、微信和自拍视频
等时尚拜年方式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
接受，大吃大喝、赌博成风变成请人锻
炼、结伴出游等。总之，不管过节的方
式如何改变，只要我们坚守过年的底
色，年味儿就总是那样浓。

■洛浦听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