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极蝌蚪成长记》之太极推手的宣传海报。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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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龙

热热闹闹的

2012

年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年

里，各种文化事件层出不穷，在中国上演了一出

出文化大戏：大热的《舌尖上的中国》和《中国好

声音》，从解放感官入手，解放了大众的审美，带

来了吃货文化和底层声音的狂欢；网络上“元芳

体”的盛行，将自“天问”而起的中国式发问推向

了一个戏剧化的角度，使这一提问本身成为重要

的社会生活台词；莫言的获奖则把大众的视角引

领到了他们早已忽略的纯文学领域。在热闹的中

国文化大背景下，焦作的青年文化事件也异彩纷

呈，上演了属于一个小城市的独特文化景观。

网络上与世界接轨

作为一个深居内陆的城市，焦作与许多内地

城市有着相同的内向型性格。这个多年来所养成

的文化性格，导致焦作与中国、世界潮流文化的

脱轨，青年文化也不例外。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

的浪潮，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等原因，焦作这个深

居内地的城市也不再甘于寂寞或者封闭，开始了

与全球以及中国文化语境的对接。这种对接在互

联网这个“第四媒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互

联网具有最强的开放性和互动性。 本报

2012

年

2

月份的文化观察，对焦作网络上大热的网络小

说《有男女的地方就有爱情》进行了报道。 报道

时， 它有

1.7

万次的点击率、

300

多次的回复、数

篇评论文章，之后，这个数字又有增加。虽然与天

涯论坛上的许多网络小说相比，这些点击率和回

复不足挂齿，但在焦作本土网络上，它无可争议

地成为最红的网络小说之一。它所呈现的多元价

值观念和开放性的书写，秉承了许多经典网络小

说的特质。有网民提出这部小说与经典网络小说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精神气质上的相似之

处。 “成都” 可谓是中国最为成功的网络小说之

一，它的作者也因它而跻身于网络文学老大哥的

行列。 许多年后，焦作本土青年作家在气质上对

这部小说的继承，可以看作是焦作文化与中国前

沿潮流文化的一次成功接轨，体现了焦作作家思

维的开放性。 而众多读者的追捧，也证明了焦作

读者的阅读视野在不断开阔。

与

2012

年初的这个文化事件相对应，

2012

年年末，本报又对焦作版 《江南

style

》进行了报

道。 这一头一尾的两个事件相呼应，都在说明网

络世界里，焦作文化与中国以及世界文化接轨上

所做的努力。 《江南

style

》本身火于网络，又把这

把火烧到了现实世界。而焦作版《江南

style

》同样

在网络上完成了对它的戏仿。 《江南

style

》所呈现

的都市时尚理念及大众流行文化特质在其“焦作

版”中得到了继承，创作者又将这些进行了很好

的本土化处理，这使得焦作版《江南

style

》赢得了

众多焦作网民的追捧。这个文化事件体现了焦作

民间精英的时尚开放理念。

同样在网络上发生的一个文化事件，就是焦

作首部微电影 《小雨 》的诞生 ，与焦作版 《江南

style

》的纯粹模仿不同，焦作首部微电影《小雨》

的诞生，体现了焦作创作者在与全国微电影热潮

接轨中所呈现的原创精神。 《小雨》从编剧到拍摄

到配乐， 都由焦作本土青年文化从业者来完成。

这些从业者大多是焦作青年文化精英， 大鹏、王

宁、冰松等早已在各自的圈内小有名气，而且更

有原创情结。 《小雨》拍摄完成后，其主创团队坚

持在网络上首发，也表明了他们的网络情结和前

卫理念。 《小雨》赢得了网民的诸多好评，其专业

水准也得到了认可， 虽然也有相应的批评之声，

但作为焦作微电影的开拓者，其原创精神和历史

价值已不容置疑。

现实中执着前行

如果说上述文化事件更多代表焦作青年文

化与中国乃至世界前沿文化的接轨的话 ，

2012

年， 许多青年在现实中也执着地坚持了原创精

神，诸多原创作品代表了焦作制造在现实世界中

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2012

年，焦作青年原创音乐领域，值得大书

特书。

2012

年

1

月

27

日，中原魔幻音乐节在焦

作举行，这已是这个在焦作土生土长的音乐节所

走过的第十个年头。 这十年里，作为青年文化中

最具代表性的摇滚乐在焦作这个小城市里发酵

酝酿，青年音乐人凭着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走过

了艰难又快乐、寂寞又满足的漫长时光。 在这个

与潮流前线相距甚远的内地城市，每一届音乐节

的举办都意义重大， 而这一届音乐节意义的重

大，不仅是因为它已举办十届，而且还因为本届

音乐节也是焦作原创音乐的合辑 《星火燎原》的

首发式。 这张合辑由青年音乐人、市青联委员冰

松制作，专辑中收录的作品风格多样，有金属、后

摇、流行摇滚、民谣、朋克、氛围等，基本代表了近

年来焦作原创音乐所取得的成绩。这场音乐节的

演出取得了成功，专辑也受到了众多焦作青年的

热捧。之后，许多媒体如《我爱摇滚乐》等，对这张

合辑进行了介绍和宣传。

2012

年夏， 焦作市文化馆举行了一场廉于

汤十年———多媒体影像展。 在这里，廉于汤所指

的是焦作新摄影的三位领军人物：廉明、于建华、

汤海涛。三位青年摄影家自

2002

年起，因为共同

的艺术追求，走到了一起。 当时三位摄影家还都

籍籍无名，而十年后，他们已经成为了焦作新摄

影的代表。 虽然惺惺相惜，三人的风格和理念却

不尽相同，廉明偏重纪实，于建华则在观念上走

得更远，作品偏实验性；汤海涛在观念和纪实上

较为平衡，影像风格也更为大气。 在多媒体影像

展上，三人的作品展示受到了在场观众和艺术家

的好评，有影评家认为，廉于汤十年，也是焦作新

摄影发展最快的十年，他们推动了一个城市的艺

术潮流。

2012

年，焦作的传统文学领域，也取得了诸

多成绩。焦作籍青年作家乔叶推出的《拆楼记》广

受关注，本报也刊发了专门的访谈，从多个角度

对乔叶进行了采访，让读者更加了解了这位从焦

作走出去的青年作家，更加了解这部虽然写在焦

作发生的事件，其立意却更加深远的作品。 在诗

歌方面， 我市两位

80

后诗人也推出了自己的诗

集《你好，生活》、《手语》，作为中国首部

80

后诗

丛中的两本，受到了中国诗歌界的广泛关注。 青

年诗人提出的诗歌观点也更具先锋和前沿色彩。

随后《牡丹》、《延河》、《河南诗人》等刊物也相继

刊登了诗丛作者的作品。 虽然莫言在

2012

年获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传统文学的影响力却不复

当年，传统文学创作意味着一条艰苦和寂寞的道

路。 在这条道路上，焦作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带着

更加自觉的文学意识，在不断执着前行。

除了这些传统文化艺术领域，

2012

年，一个

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业也在焦作熠熠生

辉。如果说焦作首届动漫文化节的举办昭示了动

漫文化的影响和魅力的话， 焦作本土动漫作品

《太极蝌蚪成长记》 的部分创作完成及获得国产

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则证明了焦作人在动漫创

意产业上的领先意识和创造力。与其他动漫作品

相比，《太极蝌蚪成长记》的特点在于对传统文化

和地域文化元素的吸收，在此之上，紧跟动漫审

美的潮流与趋势。 本报

12

月文化观察对其进行

了报道，同时也对我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

了相关的介绍。 青年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

合，是青年文化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

青年文化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文化现象，具有

鲜明时代特征和青年特点的价值和认知体系。在

文化史上，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曾有着较深的鸿

沟，而被称之为亚文化。 但青年文化却对世界文

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与成熟也改变了主

流文化的结构。 在全球化背景下，焦作的青年文

化体现出了比传统文化更加鲜明的世界意识和

原创精神。 但同时，焦作的青年文化更需要不断

地反思与成长，吸收传统和主流文化元素，增强

其创造性，向更加成熟的阶段迈进。

在瑞士常驻多年， 记者特别对这里

聚会的

AA

制感触犹深。

瑞士没有全球闻名的菜肴或菜系，

百姓对“吃”的研究不多，相反对健康绿

色食品关注更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除

了家庭聚餐之外， 朋友同事间的交际聚

会大多采用

AA

制。

再说点菜， 西餐分食的点菜方式充

分考虑到个人口味，即“各点各的，吃多

少点多少 ”，而 “打包带走 ”更是顺理成

章。不论家庭还是交际聚会，适合自己的

“食量”需首先考虑。 好友聚会更多采用

家宴形式，主人的“辛劳”是表达友情的

方式之一， 而主动向好友展示自己的家

庭生活也是加深友情的考量。 瑞士家宴

也很简单， 犹如餐馆就餐一样， 够吃即

可，一般分为沙拉、主菜和甜点、咖啡等。

而交际请客主要采用餐馆请客或喝

杯咖啡， 后者更多适合一般交际或相识

的人。在这里，吃饭聚会仅是一种朴素的

交际方式，没有显示身份或讲排场、讲面

子的氛围。 再说，下馆子的费用也不大，

一般餐馆花费大约每人

50

瑞郎，相比瑞

士人工资中的位数

5800

多瑞郎，并不昂

贵。

除亲朋好友聚会外， 政府和各类机

构也因业务需要组织聚会活动， 但大多

采取鸡尾酒会形式， 这种方式既方便客

人口味，也减少了主人的“麻烦”；而自助

餐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但对人数少的

重要客人，到餐馆点餐请客也是有的。

瑞士百姓早已习惯的朴素交际方式

和

AA

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外的方

方面面， 缴费参加众多活动已成为惯性

思维，记者对此印象尤佳，比如参加政府

或协会组织的外地新闻采访、 参加带有

鸡尾酒会的研讨会、 应邀参加部分协会

年会、 参观带有简单餐饮服务的酒庄促

销会、 甚至媒体注册报道 “洛迦诺电影

节”以及聆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讲座等，

均需要缴纳部分费用。

光 明

如果

10

年前问俄罗斯人，“哪里有

好餐厅？”他们一定会回答：“最好吃的在

家里！”如今，莫斯科街头各式餐厅林立，

挑选余地很大：俄餐、中餐、日餐、韩餐、

法餐、意大利餐、美式快餐等等，任你随

意选择。 莫斯科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珍馐

美味，游客在这里可以大饱口福。然而莫

斯科的饭店却也是最昂贵的。 不论在星

巴克还是高级饭店就餐， 餐费都会比其

他国家高出一倍。 说到一些莫斯科的有

钱人为什么会愿意花费

500～1000

美元

在五星级大饭店的餐厅就餐， 其实大部

分人去那里不光是吃饭， 而是与友人聚

会或公务应酬，主要是为了交际，但这部

分人是少数。

记者在莫斯科很少见到公款吃喝现

象，无论是在俄餐馆还是在中餐馆，消费

的大都是自己付费的普通市民，推杯换盏

互相敬酒的场面也不多见。 近些年来，俄

罗斯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政府

部门的经费仍不充裕，许多单位根本没有

公费宴请的费用。比如记者上个月去俄科

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参加裁

军问题研讨会，午饭时，主办方请与会者

到研究所内部食堂吃工作餐：一凉一热一

个汤。

1

月

21

日晚，俄外长拉夫罗夫为驻

俄外国记者举行一年一度的自助冷餐会，

饭菜是冷热搭配，比较丰盛，但酒精饮料

是控制的，偌大的长条餐桌上只有几瓶伏

特加、水果酒及饮料，喝完为止。几百名外

国记者穿梭自取，冷餐会结束时记者注意

到，餐桌上已所剩无几。

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 至今到

餐馆就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能

偶尔为之。莫斯科一家普通中餐馆里，两

三个人随便点一些家常菜， 可能就要花

5000～6000

卢布。 昂贵的菜价使得俄罗

斯人大都没有在餐馆就餐聚会的习惯。

记者的俄罗斯朋友很少请记者去饭店，

多是在家或别墅款待客人。 俄罗斯人重

视用餐的气氛， 至于有多少佳肴并不重

要。在餐厅里就餐就要有品位，环境和服

务是餐厅最重要的环节。 人们在餐厅里

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绝对不能高声喧哗。

此外，俄罗斯人也没有“打包”的习惯，关

键在于他们不讲排场，吃多少就点多少，

离开餐馆时基本上没有多少剩菜。

小 小

2012焦作青年文化：在成长中蜕变

□

张艳庭

瑞士：百姓聚会习惯 AA制

俄罗斯：单位很少公费宴请

诗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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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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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封

面

。

焦作版《江南

Style

》截图。 （本报资料图片）

《拆楼记》封面。

蛇年春节即将来临，节日气氛也随

之蔓延开来。中国周边的韩国、越南、马

来西亚等国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这

些国家，春节早已成为了本国文化根深

蒂固的一部分。

举国的盛大庆典

春节文化在中国周边国家开枝散

叶，使得春节成为全亚洲最隆重最盛大

的节日。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庆典

中，不同国家迎新春、庆吉祥的方式不

但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而且也有着自

己独树一帜的风俗习惯。

韩国的春节是一年中最大的传统

节日，提起除夕的风俗，韩国人车炫锡

兴奋地介绍起了丰盛的韩国年夜饭。对

于年夜饭，韩国人非常讲究，一定要自

家动手制作传统韩国饭食，其中必备食

物是由芸豆、大豆、小豆、黑豆、小米做

成的“五谷饭”。 大年初一第一餐，韩国

人就会身穿韩服，吃一碗热腾腾的年糕

汤，意味着新年里又长了一岁。

蒙古的农历新年，人们除了吃团圆

饭、放鞭炮之外，还保留了很多蒙古族

传统习俗。蒙古人除夕之夜一般都要点

篝火、吃手扒肉，以示合家团圆，辞旧迎

新。大年初一凌晨，晚辈向长辈拜年、敬

“迎新酒”，亲朋间互赠哈达，恭贺新年

吉祥如意。

越南人将桃花、金橘盆景和“五果

盆”看作必不可少的春节饰品。 因为在

他们看来，桃花是辟邪之物，也是幸运

的象征；金橘是取吉利之意 ；而 “五果

盆”则用于供奉祖宗。 越南人传统的新

年食物“方粽”，象征天圆地方，是喜庆

有余的象征。

新加坡人的年夜饭上，最不可缺少

的一道菜就是“捞鱼生”。饭桌上的新加

坡人一边捞鱼片一边说“捞起（喜）”，借

巧妙的吉祥话表达新年祝福。 拜年时，

新加坡人一定会奉上两个柑橘作为贺

年礼，寓意着“大吉大利”、“好事成双”。

此外，各国还有一些颇为独特的拜

年方法。 如泰国人会拱手合十互道“吉

祥如意”。 而马来西亚人更是独创了一

个词“恭喜拉雅”。 “恭喜”是汉语，“拉

雅”为马来语。 马来人把两种语言融为

一体，表达出诚挚的祝福：“恭祝节日快

乐！ ”

共同的文化血脉

历史的记载和考古的证据都表明，

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农历新年，有着共同

的历史文化血脉。

首先， 春节与二十四节气和谐统

一，它产生于农耕社会，体现着农业耕

作中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循环往复规律

以及寒来暑往自然季节时令的变迁。其

次，春节与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有密

切联系。 再次，历代知识精英还会依据

时代及社会的需求，赋予春节重要的历

史文化意义，使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

过年最早为庆贺丰收之节，由黄河

流域的先民们祭祀庆贺活动深化而来。

而亚洲各国的农历春节习俗，都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土壤

里。 这样连绵不断的文化血脉，可以从

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窥知一二。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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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著名的日本汉诗人滋

野真主在参加日本朝廷的除夕献诗活

动时做诗一首，诗曰“新年欲到故年去，

新故相连四气和”， 抒发了除旧迎新之

慨。

历史上的频繁交流是传统文化传

播的缘起，现存的节日习俗则透露了春

节文化血脉相连的明确信息。

在马来西亚、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春节的庆祝活动都是从“冬至”开始的。

据历史学家考证，东南亚各国以“冬至”

为春节起点的传统来源于中国闽粤地

区，而闽粤的习俗则来源于古代中原地

区。

睦邻的合作纽带

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长期处

于稳定的和平友好关系之中，这归功于

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各国间靠相互融合、相互吸引走到一起

的双边关系会更加牢固而可靠。

在文化纽带的联结之下，亚洲形成

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化辐射圈。其

中日本、韩国、越南等在历史上都曾经

长期学习儒家文化经典， 使用中国汉

字。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等国，由于

与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交往，也成为中

华文化辐射圈中的一部分。

中华文化辐射圈的形成，是亚洲各

国人民长期友好交流的结果。其中的一

个重要标志，便是各国政府和民间对春

节的高度心理认同感。

对各国民众来说，春节早已成为了

本国的传统节日，同时也是其历史文化

血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此密切的文化联系，在经济全球

化大潮阵阵袭来的今天，仍旧在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据悉，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更是连创新高。 目

前，中国已成为印尼除油气产品外第一

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和贸易

伙伴。

在持续高涨的经贸往来中，热闹红

火的新年风，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 各国的新春庆典日益浩大，节日热

情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

国间双边贸易往来的频繁与高涨。

历史证明，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双边

关系，堪称世界上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

典范。 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各

国的历史传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

些印迹又将中国与周边各国联系起来，

极大地促进了当代各国间的睦邻友好

合作。

新 通

四邻过春节

似曾相识异中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