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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世界最大冰雪慶典的 「
哈爾濱國際冰雪節」已經開幕，
以壯觀的冰雕與各項活動迎接各
方的旅客。當中的 「冰雪大世界
」主題公園佔地達60萬平方公尺
，使用11萬立方公尺的冰與12萬
立方公尺的雪，堆砌出超過100個

建築，全園融會歷屆經典景觀，
讓遊人目不暇接。

今屆冰雪節以 「冰雪之冠上
的明珠—哈爾濱」為主題，開
展冰雪旅遊、冰雪文化、冰雪時
尚、冰雪經貿、冰雪體育五大類
百餘項活動。

潮 觀 天 下

台灣屏東排灣族手工編織的
傳統苧麻袋，細密到連小米都透
不過，年輕族人對於這樣的手工
藝都已生疏。屏東美術館現展出
排灣族傳統編織、琉璃等及現代
創作聯展，開啟跨域對話。

多位長期專注於琉璃珠、木

雕、編織傳統工藝的工藝師作品
，跨域延伸，將木雕技法衍生出
紙拓雕塑作品，也萃取傳統的編
織元素轉化成現代設計感濃厚的
金屬編織，並把琉璃穿越傳統的
框架進行解構與再結構，成為一
場當代與傳統的凝視與對話。

藝術世界容得下喜劇明星嗎
？荷里活喜劇演員占基利（Jim
Carrey）證明了可以。早前他以 「
外行人」身份參與在紐約舉行的
「Outsider Art Fair」，展出一系

列政治漫畫，抗議美國總統特朗
普（Donald Trump）的行政措施
。原來，占基利一向關心政治議

題，不時在社交媒體上載自己的
漫畫作品。

展覽總監Andrew Edlin表示
，占基利當然是自學的藝術家，
不是學院派，但無人會說他在文
化上是一個孤立的人物，而 「
Outsider Art Fair」正是會發掘這
些 「外行人」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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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盛宴占基利跨界參展傳統技藝跨域延伸

▲觀眾細心欣賞占基利的作品

哈爾濱國際冰雪節
日期：即日至3月初 網頁：http://www.hrbicesnow.com/

原民技藝展
展期：即日至3月17日 網頁：ptam.pt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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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內地一則名為《啥是佩奇》的短
片在網絡上引發熱議，這部賀歲電影《小
豬佩奇過大年》的先導片，圍繞着留守農
村的爺爺為住在城市的孫子尋找一個叫做
「佩奇」的春節禮物展開，在這個短片中

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隔代的溫情，也可以看
到城鄉差異下情感的異化。短片將背景放
在春節，當爺爺將禮物交給等待驚喜的孫
子的時候，他們旁邊是坐立難安格格不入
夾在兩代之間的成年人，他們與父母之間
淡薄、遙遠而充滿隔閡的親情關係，是這
個表面溫情的賀年短片背後灰暗的底色。

這些年越來越多人談到春節焦慮的問
題，有人說： 「如今過年的慶祝變成一種
非主觀意願，與公司的年會一樣，非常沒
有意思。」買車票、買新衣、備年貨、大
掃除，可能還需要租個伴侶，過去讓我們
從進了臘月就開始企盼，掰着指頭數日子
的春節，何以越來越成為一種公式化的交
差和應付？

逆向文化衝擊
法國童話《小王子》裏說，儀式感是

使某一天與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時刻與
其他時刻不同的東西。年意味着新，在過
去，春節是大家難得可以一擲千金買衫買
禮物的時候。桌上有雞鴨魚肉，桌下是親
朋好友。而如今，新衣是想穿就能穿的，
雞鴨魚肉是吃膩了不想再吃的，親朋好友
是想見天天都能視訊聊天的，那麼春節對
我們而言，獨特之處去哪兒了呢？

對很多人來說，最不同的大概就是車
票難搶，機票天價，回家成本是平時的三
五倍；瓜果蔬菜樣樣都貴；與幾近陌生的
同學老友不斷聚會，像一場場奢侈品攀比
大會。當所有的儀式都變成了習慣、變成
生活，過年卻變成一場巨大的資源浪費。

這種期待值的降低還來自於家鄉太快
的發展。在外的遊子們多數有個衣錦還鄉
的願望，可當回到家裏，看到拔地而起的
摩天大廈，看着發小們拿着跟你差不多的

工資卻毋須承擔昂貴的房租與物價，內心
不禁對自己辛苦在外打拚的價值產生懷疑
，迷茫自己離開的價值是什麼。

部分生活在香港的港漂和本地人過年
也面臨着一些問題。家鄉變化太大，讓這
些港漂和本地人產生出一種強烈的異鄉人
的失落感。當手機支付滲透到了菜市場和
公共交通，當你拿着排隊取好的車票得意
地告訴家人，家人卻用看鄉巴佬的眼光告
訴你刷身份證就能進高鐵站。大城市的光
環越來越弱，倒不如不回去，就不必面對
這些留與走的掙扎。

大多在都市工作的人，過年回家的過
程其實是一個逆向文化衝擊的過程。人們
在離開原有的環境，進入新環境後所產生
在文化上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被稱為
文化衝擊，社會學認為文化衝擊的最終階
段是人們完全地融入新文化，成為一個從
多個文化背景出發看待、解釋和處理問題
的多元化人。然而與現代都市相伴隨的現
代文化，與傳統文化間存在諸多非此即彼
的矛盾，比如個人自由與長老權利，陌生
人社會與關係社會。這些矛盾難以共生，
導致當人們完全適應都市生活以後，會發
現難以融入到舊時的文化中去了。

新窮人的壓力
小鎮青年們靠着努力一路走到大城市

，成為都市新 「中產」，他們背着LV，喝
着星巴克，進出健身房，球鞋氾濫，唇膏
成災，用着幾千塊的護膚品，電子設備隨
時更新，每個月三分之一的工資用來交房
租，剩下的錢全部拿來還信用卡欠債，沒
有存款，甚至負債。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
．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將這
種 「有缺陷的、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
稱為新窮人。而過年是要準備錢的，不管
是置辦年貨，還是準備利是，這些新窮人
從都市的信用卡社會回歸到過年這個需要
儲蓄的時節，這時他們發現自己囊中羞澀
，無疑也是壓力的來源。

人們通常將年前一段熱火朝天地準備
過年所需物品的階段稱為忙年。忙年不一
定需要有錢，寫春聯，大掃除，備年貨，
縫縫補補也可以又一年。但忙年一定要有
閒。工作輕鬆，時間寬裕，才有時間忙年
。過去大家的生活節奏是慢的、清閒的，
所以面對這個需要忙碌的年，所有人都是
滿懷憧憬充滿幹勁的。而都市裏的人期待
假期，期待休閒，卻並不期待過年。在生
活工作節奏如此之快的今天，大家對於節
日最大的期待就是放鬆、休息，睡個好覺
。而回家過年的結果就是年廿九放假，年
三十過年，早上八點你在睡覺，你爸在門
口放鞭炮，你媽喊你起床拜年，接下來的
幾天不斷地與不相熟的人推杯換盞觥籌交
錯，這顯然不是大家期待的假期。

自詡為摩登新人類的他們回到家，要
面臨與原生家庭在行為、處事、觀念等各
個方面的格格不入。這些平日裏討論平權

，宣稱丁克，沉迷消費主義，貢獻粉絲經
濟的都市男女，回到家才發現，所有的問
題都圍繞着 「在哪上班？工資怎麼樣？回
來工作多好；談戀愛了嗎？什麼時候結婚
？該要孩子了吧」打轉，而面對這些說不
得講不得的 「七大叔八大姨」，大家只能
將不滿與煩悶憋在心裏，舉頭看電視，低
頭玩手機。

這其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論語》
說：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意思是說孔子在宗族鄉里，與父老在一起
的時候，溫和恭順，好像不太會說話的樣
子；但是在宗廟朝廷上，卻能言善辯。有
人認為這反映了孔子的謙恭有禮，涵養深
厚，其實未必止於此。《論語》裏還有這
麼一段話， 「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是
說一些比較高的學問和道理只能與中等資

質以上的人說，而不能與中等資質以下的
人談論。孔子在鄉黨，他與父老們聊什麼
？是隔壁老王的孫子成績好不好，還是村
口張二麻子今年又升官了？孔子的不言，
除了他的謙恭有禮外，也許亦有無話可言
的原因在。

不慣「差序格局」
春節根本上是一次核心家庭模式與傳

統家族模式的衝撞。費孝通曾在《鄉土中
國》中對比西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家庭模
式的不同，認為西洋社會像一捆一捆的柴
，社會單位間界限分明；而中國社會像把
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蕩出的漣漪，以個
人為中心，向外擴散一圈又一圈的關係。
他將中國社會的這種關係形態稱為 「差序
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漣漪的大小會隨
着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過年就是這圈
漣漪蕩得最大的時候：走親訪友的拜年，
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維繫這一圈又一圈或
遠或近的漣漪關係。今天，當都市人已經
習慣了他所描寫的西洋社會形態，再回到
差序格局中，面對鄉土社會的關係網，產
生不適便難免。那些一年見一次的親戚，
是他們並不熟識的陌生人，他們無心與這
些人產生交集；可這些人又基於他們自己
的生活習慣，往往越過城市中人與人之間
的界限，釋放自以為是的關心，這才有了
七大叔八大姨七嘴八舌的困擾。

除此之外，對於遊子而言，過年還要
面對對於原生家庭的愧疚感。回到家會發
現就算車再豪，表再貴，也不如隔籬老劉
家那個你覺得見識短淺卻一直在父母身邊
噓寒問暖的兒女。以上種種，共同造成了
人們對於過年焦慮的心理，它來自於一種
文化衝擊，根植於現代與傳統、城市與農
村間巨大的文化裂變，是這個時代飛馳時
留下的轍痕，壓在每個人的心裏。

下期 「文化觀瀾」 將於2月21日刊
出

過年回家，怕什麼？小 惠

還有不到半個月就
是春節。春節本是讓人
高興的事兒，回到久別
的故土，聽聽親切的鄉
音，見見思念已久的家
人。但是從什麼時候起
，人們對於春節漸漸生
出一股複雜的焦慮：扛
過疲憊的年底，一朝飛
馳回家，本想享受家庭
的自在與溫馨，卻發現
自己已是心靈上的異鄉
人，還要在寥寥幾日的
假期裏疲於應付鋪張的
飯局與無聊的詢問，於
是不禁想問，年怎麼越
過越無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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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對春節的到臨產生了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