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激流向前不息。这些年，我们送别过一些文化老人，也

还拥有着许多珍宝。这些文化大家，看似淡淡的云、淡淡的风，但
他们是扒住岁月河床的坚毅力量。

他们有的如洪钟大吕，有的温润典雅，有的热情又自谦，也有的厚重里透着

潇洒。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本报今起推出“新春约会文化大家”
系列报道， 走进一个个无比丰润的精神世界， 在他们的生命褶皱里找寻人生态

度、治学之道，获取感悟和激励。

编者按

昨天是大年初一，上海天气晴好，南京路步行街、外滩、豫园等景点游客如织，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图为游客在

豫园拍照留影。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他们知道东方明珠更美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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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多云转小雨 温度:最低 10℃ 最高 21℃ 西南风 3-4 级

明天 阴转多云 温度:最低 4℃ 最高 6℃ 北到西北风 4-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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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节日传播中华传统美德
传统节日不能简单等同于假日和消费，有专家建议———

没有 “爆竹声中一岁除” 的喧闹，
返乡潮渐渐退去， 岁末年初的城市静了

下来。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尽管商场单曲循环着 “恭喜恭喜你呀”
的曲子 ， 大街小巷甚至连网站 App 都

换上红彤彤的布景， 但是仍有不少年长

者忍不住感慨少了些 “年味儿”。
春节前夕， 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 》， 特别提到振兴中国传统节日 。
让 “年味儿” 浓起来， 成了国家和普通

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
在专家学者们看来， “年味儿” 的

重要来源， 便是在传承延续守岁、 贴春

联、 拜年这样一系列传统民俗的同时，
顺应时代之变， 结合新的技术和生活习

惯， 形成新的节日习俗， 让 “年味儿”
浓起来。

不是“年味儿”淡了，而是变了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想

吃饺子不必等到过年， 新衣服新鞋子随

时网购， 微信红包成了都市人的一种社

交方式。 如今的传统节日更像是商家营

销的狂欢， “买买买” “吃吃吃” 甚至

到海外度假成了统一节目， 每个节日独

特的内涵和标志正变得模糊。

“很多人把节日当做假日来 过 。”
知名学者鲍鹏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传统节日意识的淡化， 背后也有着对传

统文化缺乏尊重的危机。 “虽然节假日

调剂着繁忙的工作生活节奏， 但节日不

能简单等同于假日， 也不等同于单纯的

消费。” 中国农耕文明传统中， 饮食和

置办货品确实是农闲时节庆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但仅以吃来说， 春节包饺子， 正

月十五吃元宵， 清明买青团， 端午包粽

子， 中秋赏月分月饼， 重阳登高赏菊吃

蟹， 每个佳节都对应其独特的食品， 其

背后都蕴含不同的寓意。 可以说， 传统

节日就是一个将 “传统文化” 与 “日常

生活” 结合在一起的最好契机。
时代在变迁， 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

改变 。 也有专家认为 ， “不是 ‘年 味

儿’ 淡了， 而是 ‘年味儿’ 变了。” 对

于春节，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庆祝方式，
“大年三十看春晚” 也是近 30 多年形成的

“保留节目”， 看场贺岁电影也在近些年成

为都市人过年的余兴节目。 昔日里家家户

户在除夕夜张贴 “福” 字， 如今某网络平

台推出集五福的活动， 网友们对着 “福”
字扫一扫， 同样蕴含着吉祥与祝福。

在传统节日里传递核心价值认同

过年的形式在变， 那些属于节日的传

承和文化归属感， 变得格外重要。 如今，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选择重拾传统。 正如

青年作家张佳玮所写： “想要有年味儿，
首先得真把年当成年来过。”

把年当成年来过， 应该了解中华传统

节日的民俗仪式。 鲍鹏山认为， 贴春联、
吃年夜饭、 走亲访友， 这些年俗 “仪式”
的背后， 是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对传统文

化的敬畏之心。
茛 下转第二版

传统文化通过一个个“小家”一代代传承
年俗不仅传递着热腾腾的、邻里亲朋彼此友爱真心祝福的情谊，更蕴含着中华传统

美德与人文精神。孩子在长辈的带领下，买年货、大扫除、做年夜饭，体验的不只是节庆民
俗本身，留下的也不只是贯穿一生的美好回忆，更应该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华民族孝老爱
亲、勤劳质朴等价值观产生认同。 孩子长大后，再与自己的下一代分享“年味儿”，传统文
化才得以通过一个个“小家”一代代传承下来

■本报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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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未到之时， 一部 “贺岁片” 就已早早上

映———25 天， 改造地铁人民广场站。
大年初一， 往日人流如织的轨道交通人民广

场站出入口显得格外安静 ， 但卷帘门内 “补短

板” 改造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50 名工

人忙着安装电梯、 养护水泥、 恢复管线， 进入全

面装修阶段， 风格与原来保持一致。 在风镐和冲

击钻的轰鸣声中， 工人们戴着口罩和安全帽， 正

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
为确保安全和客流畅行， 改造人民广场站势

在必行，选在全年客流最低谷———春节期间，可以

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乘客出行带来的影响。 有一

群人为了全市人民的方便舍弃了团聚， 在工地上

吃年夜饭———这就是来自隧道股份上海隧道的

“急行军”。去年春节，隧道人曾用23天完成了漕河

泾开发区站的“补短板”改造。今年，他们又被委以

重任，除了人民广场站改造工程之外，由他们主演

的姊妹篇———“21天改造张江高科站”也“同期上

映”。 一位正在运输大理石地砖的工人告诉记者，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他和工友都铆足了劲，尽全

力按照工期完成任务，“地铁是城市的公共交通主

力，春节不回家就为了撸起袖子加油干！”
人民广场站， 轨道交通 1 号、 2 号、 8 号三

条线交汇， 每天相当于两座中等城市的人口在此

川流不息， 堪称申城地铁 “心脏中的心脏”。 自

1995 年开站至今， 已经历过大大小小九次改造，
布局在变、 客流在变、 服务在变、 要求在变， 使

得人民广场站在今年新春迎来建成后最大规模的

封站改造。
谋定后动，粮草先行。去年 11 月底，工程项目

经理周斌和他的团队接下了改造任务， 迅即完成

了一连串部署———深化施工图纸、落实供货厂家、
组织人员到位、加强后勤保障、拟定施工计划。 可

到了今年 1 月初，周斌却得知计划有变，原有工期

将被砍掉 3 天！ 面对严苛的工期、庞杂的任务量，
他说：“在有限的时间里，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早
日让广大市民享受到改造后的福利。 ”

调快步伐， 与时间赛跑。 项目部以小时为计

量单位落实工程计划， 反复推敲论证， 将工程的

施工时间紧缩至 25 天。 与此同时， 张江高科站

的改造任务也摆在眼前。 双肩挑担， 分秒必争，
周斌全力统筹， 所有工序都以安全为主 ， 管理

人员采取翻班倒 ， 施工人员实行三班制的工作

方式 ， 全天候无缝隙施工 ， 保证工程进度 。 工

程采用二维码人员登记进场和全程监控 ， 项目

部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施工人员数量和工程开

展情况。 茛 下转第二版

过年不回家的劳动者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改造中

的人民广场

地 铁 站 内 ，
工人们在搬

运沙袋。
袁婧摄

■ 灯光：也有众口难调的烦恼

■ 扫频：每天寻找“曲径通幽处”

春晚“上海7分钟”离不开“染色师”“排雷师”

荩 刊第二版

巢峰：我老去，但《辞海》不会老
得知记者要来拜访，年近90高龄的

出版家巢峰先生让护士拔掉针管，坐

在病房旁的小会议室等候。 老人住院

后的执念，是不愿躺在病床上见人。
《辞海》面世至今 80 年，巢峰是绕

不过去的名字。一个出版家 40 余年的

职业生涯，都只与修订《辞海》一件事

紧紧相连，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实在难

以想象。但巢老说：“我的生命，就是跟

编纂《辞海》交织在一起的。 我不断老

去，但我相信，《辞海》是不会老的。 ”

辞书的生命在于不断修订

巢峰是唯一一位参与四版《辞海》
修订领导工作的资深出版人， 又在米

寿之年，笔耕不辍，接连推出《品德三

字经》和《品德千字文》这两部面向广

大青少年的品德教育通俗读物。 前不

久，在《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

面世 80 周年座谈会上，巢老听到习近平

总书记发来的贺信很是感慨， 他说：“总
书记对《辞海》那么重视，是《辞海》之幸。
每十年进行一次修订，是《辞海》的生命

力所在。 我希望这个集几代中国知识分

子心血之大成的品牌能一直存在下去。”
《辞海》迄今发行 630 余万套、2000

多万册， 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绝无仅有。
“辞书的进步性，根本体现在它对于历史

发展规律的揭示与尊重， 为推动人类进

步提供知识支持与精神动力。 ”30 多年

前，正是巢峰定下《辞海》十年一修订的

“规矩”，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

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

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 都要对历

史进行重新解释。 这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

少见。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

科全书》 自 1768 年诞生以来， 修订了 15
次，平均每 16 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

的发轫之作 《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

1828 年诞生以来， 只修订了两次。 如今，
2019 年版 《辞海》 正在修订中，“中国梦”
“一带一路”“供给侧”等都将作为新词条目

收入其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断有新

事物萌生， 人们的观念随之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 辞书的生命力存在于不断

的修订之中”，这是巢峰心中笃信的。
1979 年版《辞海》诞生后，巢峰在

上海辞书出版社制定出一个“22 年规

划（1979-2000）”。 这个立足长远的规

划， 是一个关于填补中国大型工具书

种类空白的文化工程。 中国辞书界学

人要在 20 世纪末，完成《汉语大词典》
《法学大词典》《哲学大词典》《中国历

史大辞典》 等几十种大型辞书工具书

的编纂工作。当初的一纸规划，已成今

天的硕果累累。

不唯书 ，不盲从 ，始终
站立在潮头

在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中，巢

峰是个弄潮儿，他不唯书、不盲从，善

思善学。
茛 下转第三版

■新春约会文化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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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亲朋团聚之际， 鸡肉总

是中国家庭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

道菜，炖汤、爆炒、红烧、白切……
每一种方法烹饪出的鸡肉都是那

么鲜美。
上海人每年要吃掉 2 亿羽肉

鸡，在上海市奉贤区西部的庄行，
有一座集标准化、生态化、低碳化

于一体的养鸡场 ，9 名工作人员

管理着 1.6 万羽种鸡， 为上海乃

至全国提供肉质鲜美、 抗病力强

和性价比高的肉鸡。
日前，记者到此实地探访，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黄启忠告

诉记者： “我们这个行业是没有

休息的， 鸡下蛋了最多半个月就

得孵。”因此，即使春节假期，他也

要抽几天到鸡场里看看，30 多年

了，年年如此。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民俗闹新春 市民游兴浓

空气好
大部分区域保持优良水平
上海烟花爆竹禁燃成效显著，大部分

区域空气质量保持在优良水平。 初一零
时 ，PM2.5浓度低至13微克/立方米 ，6
时，浓度略升至21微克/立方米

■本报记者 陈熙涵

景点旺
接待游客人数逾16万人次

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日上海主要旅游景
点接待游客人数逾16万人次。其中，东方明珠
广播电视塔接待游客2.1万人次；上海野生动
物园接待游客1.58万人次

荩 刊第二、 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