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就要到了， 和亲朋好
友分享一顿温馨的晚餐， 可你
却在玩手机； 很久不见的朋友
终于聚在一起 ， 你却在玩手
机 。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谈心
了 ？ 你有多久没和朋友聊天
了？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
于我在你身边， 你却在玩手机
……这个中秋， 放下手机， 好
好聊聊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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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马超 张江艳

社会学家、 民俗学家艾君认
为 ， 科技的时代带来亲情的疏
远 ， 应提醒年轻人过节要随节
俗、 过节要守节规。 艾君强调，
节日永远属于年轻人的， 节日这
种颇具年轻人兴趣和追求特点的
文化， 一旦失去年轻人， 就会成
为被冷漠的角落。 没有年轻人的
崇尚和喜好， 就永远也不存在对
事物热爱的追求。 也就是说年轻
的一代对节日的需求更倾向于形
式上的活泼和快感。

而今生活好了， 年轻人又大
都是独生子， 似乎更注重了文化
意义上的纪念性和娱乐性， 也就
是说过节实际成了 “玩 ” 字当
头， 这是今日年轻人生活和追求
的兴趣和喜好。 正因为如此， 当
互联网、 手机这些新科技所带来
的新的娱乐产生后， 年轻人自然
会陶醉其中 ， 由此 ， 让亲情疏
远， 让节日变味。

“中秋节与春节一样， 是我
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自古以月之
圆兆人之团圆 ， 为寄托思念故
乡， 思念亲人之情， 被赋予最能
代表中华民族品味秋收喜悦的
‘团圆节’”， 艾君说， 对于这样
的团圆节， 我们更应该努力去维
系它的节日文化思想。 百善孝为
先。 与家人团圆团聚也是中华孝
道文化的体现。 因此， 放下手机
与家人聊聊天 、 好好吃顿团圆
饭， 享受亲情的愉悦同时， 才会

更好地体现出一种对家庭老人的
孝道。

为什么青少年要做低头族 ？
国家心理咨询师傅学煜认为， 现
实生活是单调的， 网络里有让他
们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喜欢这种
变化的稀奇的感觉， 同时， 他们
能在网络里找到归属感， 在群里
关注别人也寻求他人关注自己。
其实， 在这个过程中， 低头族是
在刷存在感， 这是心理层面的需
求， 在生活中不可或缺， 因此手
机上瘾的人越来越多。

“从习惯来说， 一件事情当
你需要的时候做一做有很多益

处 ， 但是一旦下意识地长期去
做， 以至于不关注其他事情了，
这对他们的情感、 社交、 生活实
践带来不好的影响。” 傅学煜认
为， 手机方便了大家联络感情，
但是在使用时需要掌握度。 因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 手机使得这种
交往很片面很单一。 比如， 到了
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 人们都
是上门拜访送祝福， 家人团聚过
中秋。 而现在， 一条微信， 转发
群发就搞定了。 这样就没有了过
节团聚的味道。 其实， 有人已经
在抵制这种现象了， 说明大家已
经慢慢感觉到了。

职工：不必纠结于手机，过好节最重要

【观点】

放下手机 过个传统温馨的中秋节

【探访】

中秋团圆
不不做做““低低头头族族””，，你你行行吗吗

对90后建筑行业职工那苗来
说， 她现在越来越懂得中秋节的
珍贵 ， 虽然现在到处是 “低头
族”， 但在今年的中秋， 她会选
择放下手机， 跟家人好好团聚。
“还记得我刚上大一那年， 爷爷
坐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从家
里给我带了5块月饼。” 中建二局
三公司马驹桥E-11项目职工那
苗激动地说。

那苗仍能记起当时的情景。
很早爷爷就打电话让我去门口接
他， “看见爷爷手里拿个布兜，
我就猜到他是怕我在学校吃不到
月饼 。” 那苗接过布袋颠了颠 ，
便说， “爷爷啊， 干嘛那么老远
非要给我送月饼呢， 我自己买就
好了。” 当天那苗一直舍不得吃，
第二天晚上饿了拿出来吃时才发
现月饼是葡萄干馅的。

“当时坐在床上就开始哭 ，
宿舍同学不知道怎么回事， 吓得
从床上跳下来看我到底怎么了。
其实这是爷爷拿到加工厂做的，
他知道我从小就爱吃葡萄干， 便
拿着原料到月饼加工厂。” 那苗
说。

如今， 那苗已经25岁， 参加
工作了， 爷爷也80岁了， 那苗想
用更多的时间陪他们， 因为爱一
直在， 但时间却不等人。 “中秋
节到了， 不管有没有时间， 都要
回家看看， 那份爱才最珍贵！”

而对于80后工会社会工作者
唐瑞峰来说， 每年中秋节都是他
们全家团圆的日子， 虽然手机微

信时下很流行， 但全家人欢声笑
语围坐在桌子旁一起吃团圆月
饼， 过一个传统而温馨的中秋节
仍是她的渴望。

唐瑞峰回忆说： “记得小时
候， 刚过完春节， 就期待中秋节
的到来。 春节可以穿新衣服， 中
秋节可以吃月饼。 月饼是我的最
爱， 糖馅、 豆沙馅、 还有五仁馅
……哪个都爱不释手。”

在农村， 中秋节是家里团聚
的日子， 也是丰收的季节。 恰逢
中秋， 唐瑞峰的爸爸妈妈会去地
里收玉米， 她和哥哥， 在家里等
着爸爸妈妈回来。

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 唐瑞
峰和哥哥也是早早地准备好团圆
饭， 一盘土豆丝、 一盘大白菜、
西红柿炒鸡蛋， 还有爸爸的下酒
菜花生米， 中间再放上一个圆圆
的大月饼就算是一家人的团圆饭
了。

“我和哥哥焦急地等待着爸
妈， 眼睛直直地盯着月饼， 看着
桌上大月饼不禁流口水， 我俩时
不时地用舌头舔一下， 用小手在
边上掰一小块， 等爸妈回来时，
整个月饼像被老鼠啃了一样 。”
回忆当年的中秋， 唐瑞峰感觉很
幸福。

提及现在年轻人都拿着手机
过节， 唐瑞峰说， 她愿意放下手
机和家人一起过节。 “因为父母
越来越老了， 能陪伴他们的时间
越来越少， 要好好享受这种团圆
的幸福感。”

拿起手机 视频传递中秋祝福

对于今年的中秋节， 在北京
做网页设计和制作的杨玲玉没有
什么 “特别的想法”。

“如果有机会回家， 跟家人
聚在一起 ， 或者跟朋友聚在一
起， 还是要放下手机的， 这样对
彼此是尊重， 而且聊天也更能尽
兴 。 如果家人都在忙各自的事
情 ， 自己不忙的时候 ， 看看手
机， 给朋友们发发祝福短信， 刷
刷微信， 在朋友圈里分享下最近
的状态， 也是非常好的。”

供职于北京一家IT公司的杨
玲玉， 刚工作1年多， 她目前的
想法是把工作干好， 所以今年中
秋节不回老家。

“我不工作的时候， 喜欢在
手机上看看新闻， 视频什么的，
感觉自己拿手机拿久了， 就会放
下来半天 ， 看看书 、 画画什么
的， 我喜欢水粉画和水彩画， 今
年中秋大概也会这么过。”

杨玲玉说， 时代在发展在进
步，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也

应该随着时代， 允许有更丰富的
过节方式存在， 毕竟在手机如此
普及的年代， 强制让大家在中秋
节这天放下手机，也是不现实的。

不过杨玲玉也认为， 不能在
过节时， 只顾自己看手机， 而忽
略了跟家人团聚的时光。

“我觉得自然、 随意、 家人
都能认可的过节方式是最好的，
全家聚一起， 如果拿手机拍照、
录视频，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
且能让中秋节过得更圆满。”

专家：年轻人，中秋节回家团圆吧

郭勇是一名70后， 是拉萨北
京实验中学的一名援藏教师， 今
年8月， 他从北京来到西藏， 担
任数学教学工作 ， 由于远离家
人， 他需要靠手机给家人传达中
秋祝福。

郭勇告诉记者， 曾经听说，
在藏区工作，是“眼睛上天堂，身
体下地狱，精神回故乡”。 当新鲜
和兴奋渐渐远去， 复杂的自然条
件正考验着援藏教师们的意志。

开学第二周， 根据学校的工
作要求和安排， 郭勇和同事们开
始了学校服务片区的结对帮扶工
作。 学校服务范围之辽阔， 最远
的离学校竟超过100公里。 郭勇
只能利用节假日每天骑车上百公
里， 藏区山高路险， 基础设施薄
弱， 援藏教师们闭着眼睛通过了
一个又一个山口。

“说实话， 一个人的时候也
会想家人。 想到我妻子， 朴实善
良， 默默为家， 勇敢坚强， 自己
一个人带着刚满一周岁的儿子，
还要操持家务， 作为子女的我，
作为丈夫的我， 作为父亲的我 ，
亏欠他们的太多太多……” 郭勇
说。

往年， 郭勇都是和父母家人
一起团圆， 今年的假期短， 根本
回不去。 “过节的时候， 我得举

着手机和家人视频， 用手机和家
人一起过节。” 郭勇感慨地说。

“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 工
作， 就是拿着手机发微信、 看视
频之类的， 每天耗在手机上的时
间得5个多小时。 中秋节没有手
机怎么能行呢。” 中国平安综合
金融售后服务部的客户经理李慧
杰跟郭勇的观点类似。

对于出生于90后的李慧杰来
说， 中秋是个和朋友欢聚的好日
子。

“我出来工作已经4、 5年了，
今年的中秋节准备跟女性朋友一
起过！” 李慧杰开心地说。

李慧杰说， 每年的中秋节，
她会买了月饼跟朋友一起过， 大
家在一起边聊天， 边刷微信， 看
到朋友圈里有意思的内容还会跟
朋友一起分享下 ， 或者去逛街
时， 会拿手机拍拍姐妹们之间的
合影， 发发朋友圈。

“我觉得手机丰富了节日的
内容， 比如微信朋友圈有很多有
意思的段子或者视频， 大家聚一
起， 分享下， 也很有趣， 而且把
跟姐妹儿的合影放朋友圈， 其他
朋友过来点个赞什么的， 有空在
微信上跟好久没联络的朋友热聊
会儿， 大家知道彼此近况， 本身
都是团聚的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