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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防疫的民俗其实由来已久———

首席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up@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14 2021 年 2月 14日 星期日

文艺评论 /

    第二届“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征文大赛

（下简称“傅雷杯”）即将于本月启动。作为文
艺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另一轮翼，文艺评论与

文艺创作同样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最能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
时代的使命。上海的文艺评论底蕴深厚、人才

众多、作品丰富、影响广远，上海举办全国性

的文艺评论征文活动，以往则是罕有其例。
“傅雷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通过发掘上海

文艺评论资源，弘扬海派文化精神，为全国文
艺评论的氛围营造、平台构建、事业发展起到

倡导和助推的作用。
综观 2020年首届获奖作品，坚持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评论导向，贴近人民生活，感知人
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全民参与让文艺评论

的民间性正在上升，文艺评论家应该并已成
为人民群众的“同舟共渡人”（而不是以往认

为的“摆渡人”）。
如果说文艺创作不能是“一个人的风花雪

月”，那么文艺评论则不能是“一个人的青灯黄
卷”，必须立足现实、直面生活、扎根人民、拥抱

社会。“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征文大赛这一平
台的设立，能吸引全国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汇

聚真知灼见，激发思想活力，体现评论能量。在
首届应征作品中，来自文科高校、文艺研究机

构、文化报刊、文艺院团等的“圈内”文章只占
总数的约四成，来自非文艺界和非学术界人士

的“圈外”文章则占总数的六成。令人看到了社
会大众对优秀文艺评论的渴望，并不亚于对优

秀文艺作品的需求的现实。从“圈外”作品看，
虽在专业度上存在不足，在成熟度上略有欠

缺，但态度诚恳，愿望美好，直面现实，抨击时

弊，能对当代各艺术门类的作品、现象和思潮
直抒己见，表现出文艺评论应有的坦率和大

胆，展现出“剜烂苹果”的战斗力和说服力。高

“圈外”投稿率，意味着社会大众参与文艺评论
的热情开始或已经上升，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良好态势和
未来趋势———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已

从单向欣赏向双向交流进步，从主动获取评论
向主动创造评论发展。

我们相信，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同样能滋

润人心。因此，用明德引领风尚不仅是文艺工
作者和评论工作者的事，更是人人可为、人人

应为、人人乐为的事。在这个美好愿景实现前，
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清醒认识并作出努

力———既要主动当好文艺作品与人民群众之
间的“摆渡人”，又要自觉成为与人民群众互相

学习、彼此提升的“同渡人”。

傅雷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他的故居
就在浦东的航头镇。征文大赛冠以傅雷先生之
名，一是用好浦东文化资源，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二是弘扬傅雷文化精神，尊崇高尚人格风

范，推动当代文艺评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要求的那样，一方面“继承

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一方
面“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运用历史

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
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

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
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

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所谓“士以弘道”，傅雷先生的文艺评论充

分体现了他对先进文化的追求和对高尚人格
的锤炼，表现了他对社会理想的憧憬和对人类

美好未来的执著进取、永不言歇的精神。在大

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奋发建设文化强国
的新时代，我们以傅雷先生之名，倡导健康真

诚的文艺评论，营造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提
升公众文化素质，提高全民道德修养，推动社

会文明进步，可谓正逢其时、正当其势、正发其
力、正见其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所谓
灵魂，正是文化及其所蕴含的道德、所宣示的

精神、所追求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
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化正则万事正，文化兴则

万事兴。毋庸置疑，文艺评论在新时代中国的
文化发展进程和民族复兴进程中，占有很重的

成分，负有极大的使命。一切有志于和从事于
文艺评论的人们，必须继续努力，加倍奋斗。一

百五十多年前，恩格斯曾站在他的时代潮头上
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

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
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我们感到，这番

话如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用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时代，用在促

进文艺评论繁荣发展的现在时，同样剀切，更
加贴切，最是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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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的灵魂
在民间，更在民心

奔
跑
的
你，
有
一
张
正
青
春
的
脸

◆

吴
翔

    有人说，人生有一首诗，

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
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

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
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

春。这话，不免英雄迟暮，略
带悲凉。而正在东方卫视热

播的电视剧《正青春》给我们
看到青春是这样的，我们拥有它

的时候，青春滚烫，在身上；当我
们读懂它的时候，青春涌动，在血

中。
延续了《二十不惑》《三十而

已》等女性题材剧营造的“她力
量”热度，《正青春》通过刻画 70

后、80后、90后三代职场女性，展

现了当代女性对个体价值的追求
和成长。故事通过章小鱼、林睿

等人在职场中的成长故事，展现
了生活的温度。章小鱼作为职场

新秀也曾犹豫彷惶，但她不论面
对怎样的坎坷，都秉着奋斗拼搏

的信念，让观众获得一步步成长
蜕变的代入感；林睿在职场闯荡

十几年一直不忘初心，勇敢突破
自我，也能促使观众反省自己，进

行思考。《正青春》鼓励当下女性
不被束缚，迎难而上，努力去创造

青春无限可能。
让人印象深刻的有这么两个

人，一个是章小鱼的扮演者吴谨
言在剧中，她凭借敢拼敢闯的韧

劲，在职场中一路闯关升级。剧
中有一个场景，为了证明产品合

格，阻止顾客投诉，章小鱼当场喝
掉了一瓶化妆水。吴谨言表示，

这一幕并非出于虚构：“生活中，
这一幕的确真实发生过，打工人

不容易。不过，喝化妆水的行为
不提倡，会伤害自己身体。”在戏

外，吴谨言也和章小鱼一样，带着

青春的力量，一往无前。记得吴
谨言的成名作是 2018年的《延禧

攻略》，她凭借女主角魏璎珞一角
迅速走红，但当时就有不少网友

指出吴谨言的演技太过稚嫩。此
次在《正青春》中与殷桃等戏骨级

演员对戏，吴谨言演技的不足越
发明显。有观众评价：“怎么看，
吴谨言都像在重复 《延禧攻

略》。”不过，她自己的诠释倒

也彰显了青春的自信和霸
气，“我觉得有标签是好事，

那毕竟是自己身上的特点。
如果觉得某个标签让自己感

觉不舒服了，那就用行动撕
掉它就好了。”

还有一个“她”，是刘敏
涛。剧中，她戏份不多，却收放自

如。刘敏涛是演艺圈里中年走红的
演员，但她曾有过一段为了家庭放

弃事业的沉寂期。近年，她更稳扎
稳打走向事业高峰。刘敏涛说：“我

经历这么多后回头来看，不管是男
性还是女性，都要用事业给自己刷

存在感，这是对自己人生的认定，

是自信、力量。”面对自己的职业，
刘敏涛也始终坦诚：“你不知道将

来每一分钟、每一天、每一年会发
生什么，一切皆有可能。”去年 5月

的一台晚会上，刘敏涛与韩雪、万
茜合唱歌曲《红色高跟鞋》。刘敏涛

在演唱过程中展露出了被网友称
为“三分讥笑、三分凉薄、四分漫不

经心”的表情，一夜之间，她成为
“姐圈顶流”，刘敏涛说：“我的油一

直在油田底下储存着，只不过这件
事的热度高，一瞬间，油井被打通

了，油喷薄而出。”
唇红齿白，只是青春傍身的外

表；脚步不停，才是青春的本质。上
个月，刘敏涛 45岁生日时说，“在

我心里，无论 18岁还是 48岁，任
何时候都是演员的黄金年龄！”那

天，一边看《正青春》，一边在看到
了陈道明在一档节目里对年轻人

说的一段话：“你们是上山的人，记
住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

的人，因为他们风光过，你还在山
下呢。山上的人，千万不要瞧不起

山下的人，因为什么时候，他们会

爬上来，终有一天他们会上山取代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不要管东西

南北风。”
是的，除掉睡眠，人的一辈子

只有一万多天。人与人的不同却在
于，你是真的活了一万多天，还是

仅仅生活了一天，却重复了一万多
次。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奔跑的
你，慕然回首，都是一张青春的脸！

    这些年的春节文化研究，大都是在讲春

节应该干什么什么，要不就是起源是怎样，要
不就是当下该如何。对于春节漫长的历史演

进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总结还不是很全面。
在疫情全球流行的今天，我们对于春节民俗

形态需要重新审视。漫长的中国新年节庆习
俗充满着关于世界与生命的辨证理解。

除旧以迎春的辨证关系，是中国时间文

化体现。中国文化中有说：除、危、定、执，黄。
除是一种破坏性的动作，危是凶险的，定是一

种禁锢，执是一种控制，但是除危定执都是吉
日。又说：建、满、平、收，黑。建功立业，获利满

满，平平安安，多有收获。可是，建满平收这几
个日子都是黑道日。所以，吉祥的新年，是从

除旧开始的。

腊月三十除夕夜叫大年夜，除夜；腊月二
十九叫小除，小除又名小年。除便成了岁末年

节的代名词。除旧是实实在在的“除”的行为。首

先是大扫除，当然是具有防疫防病意义的卫生

行动。同时，要新桃换旧符。旧的门神、灶神都要
换成新的，春联也要新的，这也是除旧。而这种

除旧的行为，最终演为神话叙事。古籍里说，有
个叫山臊的怪物，只有一尺多长，只长了一只

脚。人不小心触犯了他就会得病，生寒或者发
热。大家便通过鞭炮把他就吓走了。这个传说

后来成为一个很通行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年

兽”的怪物害人，大家用鞭炮驱逐之，也有传说
有勇士奋勇战斗，赶走了年兽。这个故事不知出

处哪里，把“年”解读成兽，在一般意义上是说不

通的。但是将一个喜庆的日子，说成一个与疫
鬼战斗的日子，这是令人深思的。这种对于时

间吉凶的理解，早在在秦简《日书》中，就有了。
后来的小除、除夕，不一定是在“除日”，但是除

旧才是吉祥，是中国人的时间观。
是不是中国人为了辨证而辨证，如同八

卦之正常的天上地下的排列之卦是“否”，而

地上天下的不正常排列之卦是“泰”，在过年

喜庆时刻刻意把不祥提出来，引人警觉，达到
居安思危的目的呢？这是可能的。但是新年冬

春之际，疫情流行，这是古今通理，长期的经
验积累的春节防疫的系列习俗，则更是值得

关注的民俗智慧。
随着时代变迁，民众也逐渐忘却了新年

防疫的民俗传统。卫生状况的改善也使得民
众对于春节防疫的重要性

认识降低。新年防疫的民

俗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本次疫情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民俗是千百年积
累下来的生存智慧，在未

来的岁月，春节期间防病
防疫始终值得我们重视。

◆ 田兆元

从“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征文大赛说起

■ 傅雷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