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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闻
“

”洪

□ 庆元 吴永飞

千百年来，颇具人文底蕴和文化灵
魂的端午节，在让人们重温时间厚重的
同时，还感受到文化韵味、民族精神与
家国情怀。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激活了人们对
历史传统和文化的记忆。端午节除了
糯米粽、雄黄酒和家家户户大门插挂艾
草和菖蒲外，还有竞逐龙舟、折柳吟诗
等习俗。正是富含中华文化基因的端
午，在充分传承民俗文化过程，使其成
为了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

如今可从市场上买到各种粽子，但
却少了自己走进田野摘艾草菖蒲和大
人围坐包粽小孩添柴煮粽的欢乐光
景。端午节一直在传承和创新，值得骄
傲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恰似滚滚
东流的长江，既有汹涌澎湃的主流，也
有波澜不惊的支源，才得以一路奔腾。

基于农耕文明形成的端午，该怎样
全面融入现代人的生活里？笔者以为，
越是外在环境变化，越要坚守民俗文化，
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守住民俗文化、唤醒
民俗文化、传承民俗文化。这既是考验
和凝聚民俗文化守正创新定力的重要维
度，也是凝聚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

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当
下，人们可以在传承中提供和赋予端午

节更多新载体、新手段、新内涵。譬如，
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媒体、社团及个人
可立足实际，发掘传统，吟诗填词唱酬，
重构“诗词曲赋”的端午；借鉴大数据和

“城市大脑”，在线上摘粽叶艾草菖蒲制
作香包，实现“数字化”的端午。

一个传统节日，就是一杯岁月的陈
酿。端午节除了让人们吃粽子喝雄黄
酒外，还能体会到节日民俗文化的韵味
及赋予其更丰厚的内涵。

回望历史深处，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始终都在发展。无论时序如何更迭过
节方式怎么创新，只要守住民俗文化的
根脉，端午节必将会在人们的生活注入
更加丰富的文化雅趣，并供给心灵滋养
和精神慰藉。

端午节的意义，是需要依托于人们
在生活过程中的体验来领悟。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
觉和守正创新。民俗传统文化，蕴藏着
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中华民族
博大精深且丰厚绵延之历史文化中的
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是以民俗文化在
守正创新与传承弘扬中获得自信的最
好抓手。从这个角度看，弘扬民俗文
化，正是为了塑造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
和身份认同，以此打造更持久、更深沉
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在守正创新中赋予端午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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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想提升自己文化课之外的其
他能力，还是想给父母送上一份礼物，孩子
们在选择心愿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通过
传递来的爱心获得更好的生活。

变贵的微心愿
不变的初心

□ 遂昌 唐诗奕

六一儿童节之前，为了让更多的儿童
能够得到温暖，各地都开展了认领微心愿
的相关活动。这些正能量活动已经在各
地举办了很长时间，也因此帮助到了不少
的孩子。许多微心愿在发布的当天就被
爱心人士领取完毕，大家都希望能用绵薄
之力为一个孩子带去一份快乐。

近几年的孩子的微心愿似乎发生
了变化。以前的孩子许下的微心愿往往
都和文化课的学习直接相关，比如他们会
想要一本课外书、一个新书包、一个铅笔
盒等等，所以几十块钱就能够满足一个孩
子的心愿。但现在很多的微心愿往往和
日常生活更加有关系，比如，有男生想要
运动鞋、篮球之类的，有女生想要公主裙
以及芭比娃娃，在关于学习用品方面，很
多孩子则希望能够得到下半学期全套的
课外书，又或者是学习机、书桌等物品，而
这些物品都要几百元钱。也因此，有人质
疑这真的是一个贫困儿童所提出的心愿
吗？实际上，虽然孩子们的心愿看似升
级、变贵了，但活动的本质却不会改变。
首先，随着近些年来人们生活条件变好，
孩子们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所接触到的
教学设备与设施也变化很大，也许曾经他
们要为课本费学费所发愁，但现在通过政
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孩子也逐渐在向德
智体美劳多方面优秀的方向所发展，像篮
球、羽毛球拍、运动鞋这些物品就是帮助
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变得优秀；其次，无论
一个孩子家庭的经济是否富裕，他们终究
都会有一些爱好，比如画画、打球等等，同
时，由于孩子的玩性总归是会有相似的，
所以他们也渴望拥有毛绒玩偶、洋娃娃等
玩具；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们许下的愿望
与文化课的学习无关就质疑他们作为孩
子的本性。还有一些孩子提出他想给自
己的妈妈买一双运动鞋，想给家里买厨房
用具，虽然物品的使用者不是孩子，但年
纪小小的他们已经明白了父母的不容易，
也真心希望能够有机会给父母送上一份
礼物。

虽然这几年的微心愿与以往相比，在
价格和种类方面确实要变化了许多，但不
可否认的是传递的本质却一直都没有
变。无论是想提升自己文化课之外的其
他能力，还是想给父母送上一份礼物，孩
子们在选择心愿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通
过传递来的爱心获得更好的生活。美好
的生活是所有人共同的向往，和年龄没有
太大的关系，而我们不能因为价格的问题
就否认了一个孩子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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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丽水元素”插上影视的翅膀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从 5月 25日开始，每天晚上新闻联
播后，全程在丽水拍摄的电视剧《春风
又绿江南岸》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同
步播放，并在腾讯视频、爱奇艺播出。
首集一开篇，画面中就出现了丽水人最
熟悉的场景——市区紫金大桥，随着剧
情的推进，市行政中心、古堰画乡等丽
水元素纷纷在画面中出现。

把丽水元素搬上影视作品，这不是
第一回。此前，电视剧《麦香》便有满满
的丽水场景，龙泉宝剑是《新三国》等影
视剧的常客，缙云仙都则更像一座影视
城，时不时就被插上影视的翅膀，飞到
万千观众的面前。

让丽水元素插上影视的翅膀，是宣
传丽水的需要。影视作品是精神食粮，
是观众们所需要的，可以为他们满足精
神上的需求。同时，作为一种视觉艺
术，它又可以把丽水的方方面面东西传
播出去，这是对丽水的一种很好的广告
很好的宣传。

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剧中，除了
丽水美景外，还出现了许多丽水特产。
高鑫饰演的江南县县委书记严东雷，为
家人烧了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他们家
的餐具全都是龙泉青瓷。此外，苏晓岚
与向茹谈论环境整治问题、严阿龙和苏
晓岚谈话时，桌上的茶杯是龙泉青瓷；陈
忠等一众干部、吴庆和和退休老干部，所
使用的都是龙泉青瓷茶杯。剧中，严东
雷在办公室电脑前边吃缙云烧饼边看文

件，还邀请向茹一起吃。观众都是好奇
的，除了剧情，眼光经常会被场景道具吸
引。吸引了就会去了解，一了解，丽水以
及丽水元素也就被宣传出去了。

让丽水元素插上影视翅膀，也是丽
水发展的需要。丽水的发展，需要招商
引资，需要许多人的参与，而前提条件
是，首先就需要更多人了解丽水，发现
丽水的优势。而影视作品具有广告作
用，恰恰给大家了解丽水提供了很好的
机会。另一方面，影视作品讲故事的目
的是传达一种主题，它具有教育作用，
可以鼓舞干劲，引导思维，最终，对丽水
的发展会产生推动力。

《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展现江南水乡
改革与变迁的现实题材重点电视剧，讲
述了江南县委书记严东雷带领班子成
员，积极发动企业响应、群众参与的绿色
发展战线，以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江南
县”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全面升级，最终
实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故事。这个题
材与丽水的当前工作非常契合，对丽水
的干部群众来说，是很好的教材，可以学
到许多东西，并作用在丽水的发展上。
而剧中展现的丽水元素，绿水青山、城市
建筑、土特产，则成了丽水的金名片，可
以让更多人认识丽水，吸引他们走进丽
水，或投资或旅游。很明显，这对丽水发
展肯定有好处。

这样看来，应该让丽水元素经常在影
视作品上亮相，使丽水为更多人认识喜
欢。当然，也要拓宽思路，不能局限于影视
作品，要把丽水元素搬上更多的文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