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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传统相向而行，在继承传统文化、尽情享受
快乐节日的同时，处处盛开的文明之花正让“年味”变得
更加浓烈、更加香醇，这正反映了杭城别样的文明精彩。

吴山时评

文明与传统相向而行
⊙⊙

本报评论员 郑莉娜

在这个春节，杭州文明过节蔚然成风。

烟花爆竹声听不见了，西湖景区游客爆棚却

秩序井然，礼让斑马线、先下后上乘地铁，市

民和游客自觉遵守着公共秩序，党员干部严

格执行“八项规定”，风清气正成为节日新常

态，传统的民俗活动大受欢迎，人们在节日

里，回归了亲情团圆、安乐祥和的节日内涵。

春节根植于农耕文明的时序观，是承载

着中国人最热烈情绪和最美好情感的文化载

体。扫尘、写春联、包饺子、守岁、祭祀祈福，

这些活动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和情感内涵。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

华”，春节处处闪耀着中华文化的光辉，传统

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

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营养。在春节

长假，杭州举办了一系列回归传统文化的祈

福民俗活动。灵隐寺、六和塔新年祈福活动，

钱王祠迎春花展，吴山景区民俗风情文化活

动，西溪湿地习船拳、听越剧、打年糕，河坊街

百家宴热闹非凡，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流连忘返。人们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感知着

浓浓的年味，更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来

传递和继承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延续根

脉，让节日更富人文情怀。

当然，传统节日不是凝固的山岳，而是流

动的活水，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

社会变迁和文化的现代化，春节在不断继承

和发扬，在不断创新和发展，表达形式上也发

生着变化。杭州出现了一些“新年俗”，越来

越多的“村晚”出现在农村的文化大礼堂，村

民们在“村晚”里，享受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

化大餐”。在临安，热闹、隆重的“好家风”褒

奖礼，让百姓又多了一个庆祝新年的方式。

尽管“新年俗”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

重视“循天时、重人伦”、追求天人和谐，实现

阖家团圆的愿景是过年不变的主题。春节是

感恩节，事亲尽孝，子女向父母尽孝心，晚辈

向长辈尽孝心。春节是团圆节，兄友弟恭、尊

老爱幼、亲人聚集在一起，其乐融融。在继承

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和经典本体的基础上，

结合当下文明形态的变化，丰富、扩充、发展

传统文化的当代内涵和时代表达，才能让传

统文化焕发旺盛的生命力。

节日也是展示社会气象的橱窗，能折射

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文明”是具体的，它反

映在公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明”也是

无形的，它体现在意识和观念之中。今年春

节，杭州主城区首次实施烟花禁放政策，绿色

过节，保护环境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没有

烟花爆竹的春节，喜庆却并没有减少一分。

此外，节俭过节也成为杭州新风尚，市民在就

餐消费时按需点菜，不铺张浪费，剩余饭菜打

包带走，自觉摒弃“舌尖上的浪费”。少了烟

花爆竹，多了天朗气清，少了过度浪费，多了

风清气爽，传统在文明中洋溢着暖意。

有了文明，年味才更浓。文明与传统相向

而行，在继承传统文化、尽情享受快乐节日的

同时，处处盛开的文明之花正让“年味”变得更

加浓烈、更加香醇，这正反映了杭城别样文明

精彩。

本报评论员 徐迅雷

春节期间，日本再次涌现中国

游客“爆买”。日本什么产品最受

中国游客的青睐？如果你还以为

是电饭锅、马桶盖，那就 OUT 了！

答案是安全套。而且有的名牌还

经常卖断货。有网络媒体报道说，

中国人超级强悍的购买力以及巨

大的市场需求，彻底拯救了日本安

全套这个产业。

安全套属于“日用品”而非“奢

侈品”。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 1.2 万亿

元，中国人买走全球 46%奢侈品，

被称为“行走的钱包”；随着电商的

兴起、代购的红火，如今不“行走”

也 能 做“ 钱 包 ”，可 直 接 网 络“ 海

淘”。

好吧，本来应该属于“内需”

的，结果变成这样的“外需”了——

此“外需”是特指，是国人的海外消

费需求，不是指对外出口。由于国

大人多，国人消费能力确实够强；

本来应该是扩大内需、拉动国内消

费，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结果

却让巨大的市场跑到了国外、境

外，“内需”变成了“外需”。

这主要是市场决定的——一

是产品的质量因素，二是市场的价

格因素。东西好，价格又比国内便

宜：数据表明，酒类产品平均价差

高达 64%，最高价差达 85%；腕表平

均价差 33%，最高价差 83%。而消

费者常买的服装、香水、箱包、化妆

品和皮鞋，价差也大多达到 30%。

其结果必然是供需两旺。

在消费观念上，当然需要倡导

理性消费。就如去年 6 月 5 日世界

环境日联合国所确定的主题——

“七十亿个梦想：一个地球，理性消

费”；预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数量

将增至 96 亿，若不改变生产模式

和消费模式，届时人类将需要 3 个

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生活和消费

的需求；所以，我们要“践行绿色生

活”，包括“节俭过节”也是题中之

义。

而在消费市场上，则需要让

海外消费回流。目前国内高端零

售业发展滞后，“供给侧”和“需求

侧”的改革都还没有到位，以致引

领消费回流比较乏力。品牌的品

质提升，则是消费之本。在国内

生产的，无论是民族品牌还是外

国品牌，只要品质提升到位，市场

都很广阔。智能马桶盖哪里用得

着去日本抢购，我不久前网购的

杭州产松下马桶盖，品质就木佬

佬好。

中产阶层的兴起，对“国内制

造”提出较高的品质要求，产品要

有创意设计、要转型提升。当我国

中产阶层的人口达到一两亿、两三

亿时，必将给升级的产品带来巨大

的市场空间，给中国制造带来非同

一般的美妙福音。

春节我回到老家丽水青田过

年，得知家乡致力于将乡愁转化为

发展动力，变成“乡愁消费”，由衷

感到钦佩。青田是著名侨乡，我的

家乡仁庄镇，则是世界农业遗产

“稻鱼共生系统”传承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华侨回家乡发展“稻鱼共

生 ”产 业 ，全 镇 稻 田 养 鱼 6000 多

亩，年产田鱼 600 余吨，无论是活

的田鱼还是晒好的田鱼干，价格都

很高，且供不应求，其中很大一部

分销往欧洲，成为青田华侨的“乡

愁消费品”。这是建设富有“浙江

味道”美丽乡村的典型图景，把山

水的文化元素和经济因素同时挖

掘好、运用好，不仅让人望得见山、

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而且还把

山水乡愁变成了拥有巨大市场的

“消费品”，变成了“金山银山”。

回过头来看，去日本抢购安全

套，回中国爆买田鱼干，两种情形

对比太鲜明——前者应该是一时

的，后者应该是恒久的。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由于国大人多，国人消费能力确实够强；本
来应该是扩大内需、拉动国内消费，从而带动国
民经济增长，结果却让巨大的市场跑到了国外、
境外，“内需”变成了“外需”。

“内需”为何变“外需”

本报评论员 翟春阳

某杭州籍留美学生倪某在 INS 上发枪照被

学校开除，并被美国移民局吊销签证、遣返回国

——上述文字其实并不准确，该生被学校开除、

吊销签证、遣返回国，并非因在 INS 上发枪照，

而是因为他所发的如下一段文字：“这学期我这

么认真学习，如果学校还是让我挂了，就让教授

们体会下当年卢刚的恐惧。”这段文字的配图也

不是枪的照片。

当然，他在 INS 上确实上传过“枪”的照

片。“枪照”与上述那段文字的逻辑关系是这样

的——“枪照”证明该生持有枪支，确实有条件

“让教授们体会下当年卢刚的恐惧”。

该生自己辩解这只是“玩笑话”。因一句

“玩笑话”被开除、遣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

航班上每年都会发生的“诈弹”事件——在一个

错误的地点与时间开了一个错误的玩笑。对于

倪某的“玩笑”，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

许晓光博士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一些孩子法制

意识的淡薄”。

用“法制意识淡薄”来解读倪某的“玩笑”，

不能说错，但恐怕还不够全面。倪某的“玩笑”

触犯的其实不止是法律的禁忌，还有道德的禁

忌，而恰恰是后一点，迫使学校与移民局对其

“痛下杀手”。

1991 年 11 月 1 日，28 岁的中国留美博士卢

刚在爱荷华大学物理系大楼进行的专题研讨会

上，掏出左轮小手枪疯狂射击，其博士导师戈尔

咨教授、在场的史密斯教授和他的同届同窗原

中国科技大学高材生山林华博士、系主任尼柯

森和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当场遇害，副校长

女秘书大难不死但事后全身瘫痪，卢刚在杀害5

人后饮枪自尽。据当时媒体报道，卢刚之所以

走此极端，可能是由于博士论文最高奖学金不

是由自己而是由山林华获得。

卢刚事件当时震动中美，对于爱荷华大学

来说，这起悲剧是永远的痛，虽经25年之久也还

无法平复。倪某将“玩笑”建立在别人的巨大痛

苦之上，用“玩笑”去揭别人的伤疤，正应了中国

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倪某的“玩笑”更关键的是显示他缺少悲悯

心、同情心。他这句“玩笑”里甚至传达出与当

年卢刚一样的思维——卢刚仅仅因为没有得到

最高奖学金就残忍剥夺了5个人的生命，而倪某

在“玩笑”中则说：“我这么认真学习，如果学校

还是让我挂了⋯⋯”

对于广大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补上“法制观

念”这一课当然是必须的，但完善人格，培养悲

悯心、同情心、宽容心，培养尊重他人生命的意

识，提高自己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尤其是重中之

重。

谈到“悲悯”、“同情”、“宽容”，有必要一提当

年卢刚事件中那位被害的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

士。事后她的家人以她的名义捐出一笔资金，宣

布成立安妮·克黎利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基

金，用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减少人

类悲剧的发生。她的一位生前好友在对其生平进

行追思时说：“假若今天是我们愤怒和仇恨笼罩的

日子，安妮·克黎利将是第一个责备我们的人。”

安妮·克黎利的家人还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致卢

刚家人的信，信中是这么说的：“安妮相信爱和宽

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

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让我们一起坚

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什么是“悲悯”、“同情”、“宽容”？安妮·克

黎利的家人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湖畔漫谈⊙⊙⊙

完善人格，培养悲悯心、同情心、宽容心，培养尊重他
人生命的意识，提高自己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是重中之重。

完善人格，培养悲悯心、同情心、宽容心，培养尊重他
人生命的意识，提高自己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是重中之重。

岂止是“法制意识淡薄”

本报评论员 郑晖

近日，有网友又把各大城市娶

妻成本排行榜翻了出来，杭州以

178.2 万的数字位居第四，仅次于深

圳、北京和上海。有网友调侃：这是

娶老婆还是买老婆。

事实上，所谓“大城市娶妻成本

排行榜”并非新闻，只是时值一年一

度的情人节，又被人拿出来剩饭重

炒。

这 178.2 万来得煞有其事：80

平方米的房屋一套，以均价 16300

元计，130.4 万；中等装修 15 万；家

电及家具，计 10 万。轿车，以普通

轿车为标准，车价加上牌费用 15

万；办喜酒，以 4 星级酒店 200 人(20

桌)计算，包括自带酒、烟、糖，计 4

万，回收红包以每桌平均 2000 元，

计 4 万，收支相抵；度蜜月，以马尔

代夫为准，总价 3 万。从恋爱到决

定结婚这段时间(恋爱期)，包括出

去吃饭、买礼物、娱乐、旅游、送女友

父母节日礼品等，平均每月以 2000

元的标准，谈2年，计4.8万。

以男方家庭 30 万的家产，男人

年 收 入 6 万 计 ，(178.2-30)/6=24.7

年。最后得出结论为：男方倾家荡

产+男人不吃不喝工作近 24.7 年=

讨一个杭州中等条件的老婆的成

本。

这么算科学吗？靠谱吗？稍稍

认真一想，这不科学嘛：首先，一套

房子 130 万有多少人全部付清？大

多是自己积攒或者父母供给首付，

剩下的按揭，这样一来整个成本就

大打折扣；其次，有多少年轻人有

178.2 万的收入？拿不出就不结婚

了吗？可是事实上大部分年轻人仍

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再次，一

个男人年收入 6 万是建立在未来

24.7 年物价不涨、收入不涨的基础

上，这也明显不科学⋯⋯

说白了，所谓“结婚成本 178

万”并不是在说一个事实，而只是在

说一个排行榜炮制者本人所认为的

结婚成本标准。

这样一个排行榜，至少向社会

传达了如下三种导向：1.结婚必须

有房；2.结婚必须大操大办；3.恋爱

必须花钱。这三种导向，没有一个

是正能量。当然，提倡正能量也不

能对现实选择性无视，但关键是这

个排行榜并不符合事实，那么问题

来了：各类媒体在面对这样的排行

榜时，是否该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

些哗众取宠呢？

“娶妻”，本是“王子和公主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是“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成

本”，本是经济学的专用术语，“娶

妻”竟然核算出了“成本”，这着实让

人内心难堪。

有心人也会发现，这个排行榜

的名次与上榜城市的房价惊奇的一

致。事实上，80 后、90 后的娶妻成

本高于 50 后、60 后，发达地区的娶

妻成本高于欠发达地区，在其他许

多方面同样如此，并不代表人们“势

利了、现实了”。换句话说，这178.2

万，充其量只能表明一个地区的消

费水准、生活水平，而无法衡量它的

婚恋质量。纯属娱乐，博君一笑尚

可，认真你就输了。

民生民情⊙⊙

说白了，所谓“结婚成本178万”并不是在
说一个事实，而只是在说一个排行榜炮制者本
人所认为的结婚成本标准。

结婚成本178万，靠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