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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导语：：虽然是西方节日虽然是西方节日，，但圣诞与春节但圣诞与春节、、元旦元旦、、端午一样端午一样，，都是每个年头绕不过去的节都是每个年头绕不过去的节，，既然都能开心既然都能开心，，
为啥不过为啥不过，，为啥不说为啥不说？？它或许正与别的民俗发生关系它或许正与别的民俗发生关系，，成为新的传统成为新的传统。。其实其实，，就在圣诞节前一天就在圣诞节前一天，，人们还边过人们还边过

““冬至节冬至节””边吃饺子边吃饺子。。在市中这座小城在市中这座小城，，圣诞节别有一番滋味圣诞节别有一番滋味。。

1、电影院
很多影片都会挑一

些“好日子”首映，圣诞更是
不二选择。正天影城、乐达影城

都有一大票电影上映，不要错过哟。
2、逛街

临近圣诞，无论是吉品街等商业中心，还
是大润发、银座等超市商场，都是满满的“圣诞元

素”。走在大街小巷上，体会城市
都的喜庆味道，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3、KTV
其实，我们过各种各样的节日，为的就

是找一个和平日里各自忙碌的好友们聚会的
“借口”。三五好友酒足饭饱后去KTV纵情唱上一
区，别提有多放松了。

4、近郊游
今年的圣诞节恰逢周末，不妨收拾行装，带上家人和朋

友，一同到城市周边寻找大自然的乐趣。

市中人
过“洋节”的

好去处

慢生活的市中人喜欢“过节”
圣诞节近在眼前，诞味儿十足。不过，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过完了太多节日。市中
是座宜居的城市，生活节奏慢是一项明显的
指标。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外，剩下的时间
几乎都可以用来享受生活的乐趣与情调。而
就在圣诞节前几天，我们还边过“冬至节”
边吃饺子。

我们的节日很多，不必说除夕（1月或2
月）、元旦 （1月）、元宵节 （2月）、清明节
（3月）、端午节 （5月）、中秋节 （8月）、重
阳节 （9 月） 等法定传统节日，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法定假日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
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
节，十一国庆节”，市中人过得也很认真，加
上外来节日，比如父亲节、母亲节、复活节、万
圣节、愚人节、情人节、佛诞节，也过得热闹非
凡，这些节日很有希望形成新的民俗。

市中人爱过节，并不仅仅将国外的节日
照单全收，还会唤醒被各种因素压制或埋没
的传统节日，像七夕节、中和节、中元节、
上巳节等等，他们的存在各有价值：有的仅
为我们增加一个“吃”的理由，有的被赋予
了新意义 （如七夕节被当成情人节）。然而，
小编发现，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爱过节的
国人不能仅满足于唤醒上述节日，想要向传

统索要更多，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三千年，仅就汉族

而言，一年到头，有50个节。这些节日，除
去与节气、农事有关的品种，像春龙节、花
朝节、扑蝶会、观音诞、浴佛节、立夏节、
碧霞元君节、回娘家节、观音会、观莲节等
等等等，都能用来狂欢 （古代女性往往借此
出去抛头露面，而夫家也不好说啥），从数量
上来说，除了农历十一月，人们每个月至少可
以过上两个节，比现在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

“自古以来爱过节”，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圣诞节满足了市中人的一些需求
很多外国人 （主要是欧洲、美国） 惊讶

地发现，中国社会基督徒虽然不多，但作为
耶稣诞辰的圣诞节却是最流行的节日之一。
而国人的过节方式也与外国人不同。在西
方，人们更愿意与家人在一起，制作圣诞
树，给孩子讲述圣诞老人的故事，往长筒袜
里放礼物，有的还会去教堂做弥撒，宗教意
味较浓。

而在市中，圣诞节更像是一个浪漫的节
日，人们会将这天视为表白、唱 K、看电
影、购物 （有媒体曾称平安夜是中国最大的
购物日）、甚至结婚的良辰吉日。精明的商人
将这天视作促销的黄金时间，商场里充斥着
驼铃、圣诞树、圣诞帽，甚至还用圣诞姐

姐、妹妹来吸睛。
正如前几年平安夜《金融时报》所形容的那
样：“在中国，圣诞节与历史、传统、亲属或
礼物转送无关。它堂而皇之且无愧坦然地只
关乎金钱和欢乐。”多数人过圣诞节，并不关心
耶稣诞辰，节日只是一个狂欢的理由。

事实上，“吃喝玩乐”等狂欢行为越来越
成为现代中国人过节的最大期待，节日承载
的文化内涵，已居次席。把一年到头的节日
分成几类，我们发现，多数节日能满足国人
的不同需求。中秋、春节、端午节、冬至节
等最常为人乐道的是“吃”的食物。劳动
节、国庆节用来旅游，七巧节、情人节用来
恋爱表白，国庆节、春节用来结婚 （不排除
有假期的因素）。可以说，圣诞节从进入中国
开始，国人就已经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定制圣
诞节的过法了，这种新的“制造”与“开
发”，其原动力，也许正是来自国人狂欢、购
物、消费的核心需求。当今国人开发的光棍
节最终转换为双十一天猫狂欢购物节，恰是
这一需求倒腾出来的产儿。

圣诞节几乎能够满足上述所有需求。

无关宗教和信仰，高兴就好
“西方有个老头叫耶稣，没给中国人民带

来过什么好处，是他的子民曾经组成八国联
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抢我们的钱，杀我

们的同胞，烧我们的家园，掠夺我们的资
源，可现在不少中国人却要花钱为这个老头
过生日……请大家帮忙转发啊！”这种话曾在
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显然，消息编写
者将近代以来中国受到的屈辱，比附到耶稣头
上，进而否定圣诞节的意义。从历史中寻找事
实资源，将一些因果关系比附到八竿子也打不
着的对象上，最终构建起“抵制”的逻辑，是一
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惯用的手法。这则信息背
后，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扑面而来。

其实，小编对此不以为然。在收到了圣
诞祝福短信中，除了圣诞树元素 （“苹”果
是因为与平安夜的“平”谐音而制造出来的
食物），所有祝福语都是中国式的，像“心想
事成、家人平安、身体健康、事事顺心”的
语句，人们过春节、中秋等节日时也能用
上。应该说，不是圣诞节渗透、侵蚀了中华
文化，而是反过来，中华文化渗透了圣诞节。

圣诞快乐！元旦快乐！春节快乐！端午
快乐！……当你收到这些祝福语，刨去一切
个人因素，你感受到快乐会不一样吗？恐怕
都是一样的，所以面对“我们为何热衷讨论
圣诞节”这一提问，也许最靠谱的回答就
是，因为圣诞与春节、元旦、端午一样，都
是每个年头绕不过去的节，既然都能开心，
为啥不过，为啥不说？它或许正与别的民俗
发生关系，成为新的传统。

在北方小城过圣诞

圣诞节已在中国流行开来，这是既成事实。
同样作为事实，对大多数热衷这个节日的年轻人
来说，它与宗教几无关系，它就是一个有些浪漫的
节日，一个可以放松甚至狂欢的理由。

一直有一些人担心，圣诞节的流行将
为西方文化“入侵”中国推波助澜，这种担
心大概不能算杞人忧天。由于圣诞节原
本是宗教节日，它吸引中国年轻人的过程
与基督教徒在中国快速增长大体同步，这
种忧虑尤其显得合乎情理。

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圣诞节在中国快
速流行的这些年，很难说是它改造了中国
的年轻人，还是它被中国的年轻人改造了。

以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情况来
说，圣诞节在时尚的年轻人中间基本被抽
掉了宗教色彩，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节
日。圣诞老人的形象被广泛使用，但它出
现最集中的场所是商场、餐饮及娱乐场
所，四处助销助兴。

中国年轻人实际在把圣诞节拿来“为
我所用”。这些年轻人很需要放松身心、
营造浪漫的机会和理由，圣诞节、情人节
等洋节成了合适的坯子。它们在中国既
是节又不是节，年轻人自己把它们当成节过，但用
不着尽看望老人、与大家庭团聚的义务。它们是
纯玩节，可以在情侣间或者任性地挑选朋友相聚。

在中华传统社会里，生活像是由各种义务和

责任组成，竞争压力不断侵蚀人们的心情，年轻
人的潜意识中普遍存在对放松的渴望。社会对这
种渴望的关注不足，往往缺少集体性、机制性

呼应。
年轻人钟情圣诞节，是这种潜意识的

释放。这么多中国年轻人以聚餐、喝酒、K
歌、开车兜风的方式“过”圣诞节，使得这个
节日迅速“中国化”了。那些年轻人大多只
去教堂参观过，连怎么划十字祈祷都不熟
悉，他们甚至对耶稣的了解也很少。他们
要的就是快乐和浪漫，圣诞节满足了他们。

欧美文化借着西方实力的整体强势而
影响了东方，中国也在其中，这是很难避免
的。但中国文化并没有一些人担心的那么
脆弱，中国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在消
化它们，中国不太可能变成“亚西方”。

我们一方面或许要坦然看待圣诞节在
中国内地逐渐流行，相信它对中国社会的

“改造力”非常有限。同时中国主流社会应
当反思中华文化过于严肃、紧张的问题，对
全球化时代年轻人的一些需求予以承认和
正面回应，加强文化内部的互动和创新。

中国的节日还是有点少，用来放松的
节日和非节日性安排尤其是我们的短项。圣诞节
等洋节的流行威胁不了传统节日，换一个思考角
度，我们其实可以从中看到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需要做哪些事情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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