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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什么？ “一般”是《一般》，“一般”不一般。 作为《中学生》杂志的前身，《一般》月刊追求的是“一般的人，说一般的话，给一
般的人看”，如今，《一般》在江湾社区报开始它新的征程，不分年代，无论图片还是文字，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展现你的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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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湾镇上的鸟谈起
冯 琴

前不久，我收到朋友寄来最新版本的《民
俗掌故日历》。这本以一日一漫画加文字形式
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及传统习俗的日历画册，
装帧精良、图文并茂，融知识传播与实用收藏
为一体。 出版后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专
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我对民俗文化的兴趣，缘于很多年前拜
读过一本由沪上著名民俗文化学者仲富兰

先生著作的《现代民俗流变》。该书对我国现
代社会的民俗风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与分析， 明确提出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整体性的观点。 并
批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些民俗学者热衷
于跑到乡村部落或边陲之地去寻访民风民

俗之成因，却完全忽视城镇都市里面同样存
在大量的民俗现象。他以相沿甚久的元宵节
为例，指出从古代汉王朝开始就年复一年举
行元宵节，把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的春节喜
庆气氛推向高潮。而在唐宋时代则已形成满
城灯火、万众欢腾的景象。从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到市井庶民，几乎都卷入节日的狂欢。
由此可见，岁时节庆活动是民众意愿和民族
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 而且，不同历史
时期的人们，会赋予它新的形式与内容。 就
拿现今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说，一直以来
就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岁时节庆活动。每
逢农历新春来临之际，便是全国春运最为忙
碌之时。古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 哪怕远隔万水千山，飘零在外的亲
人都会赶在春节期间与骨肉同胞相聚团圆。
这也足以证明，新春佳节绝非“乡下人的专
利品”， 而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认同与
心理需求。

不过，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
许多陈规陋习也已逐渐消亡 ，取而代之的
是适应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时代新风。 譬

如我国已在好多年前就规定大型城市禁

止燃放烟花炮竹 。 记得这项规定出台时 ，
曾引来不少非议 。 一些人认为 ，逢年过节
燃放鞭炮可以增添喜庆气氛 ，也是因袭传
承数千年的民间习俗 。 殊不知 ，燃放鞭炮
不仅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 ，还会带来
满地垃圾与火警伤害事故。 随着各级政府
持续开展政策宣传 ，现在大家都已自觉遵
守禁放烟花炮竹的规定 。 此外 ，中央电视
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播的春晚联欢节

目 ，也已成为千家万户届时必看的节庆时
尚活动 。 这也充分说明 ，一些流行在民间
的风俗习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

进步而发生改变。 一些不合时宜的陈规陋
习已不再流行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如过去
的长袍马挂已被西装牛仔所取代 、砍柴烧
火已被燃气电炉所取代 ，连传统的饮食购
物也有被外卖快递所取代的趋势 。 总之 ，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 、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已
经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统习俗与行为方

式。
然而， 我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更为便

捷的生活方式时， 岂能忘却人类社会是从茹
毛饮血的洪荒年代蹒跚走来。 在漫长的社会
发展与演变过程中， 中华民族积累与沉淀了
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习俗与生存智慧。
我手中的这本《民俗掌故日历》，对老祖宗发
明与总结出来的农历二十四节气推崇备至，
并用最平实的语言及配图将每个节气的特点

与习俗一一罗列出来，给人以去粗取精、耳目
一新的感觉。

其次， 该书还将流行于全国各地的岁
时节令、奇闻异事、风物特产、特色小吃、游
艺杂耍等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生活记忆和

片断汇集成一日一赏的日历形式加以展

示。 其中一些词条的收录很见编者的用心，

加上由著名漫画家潘方尔创作的配图及打

油诗， 活龙活现地再现出那个年代里特有
的民俗风情和生活场景。 如解释二十四节
气中的 “小寒 、大寒 ”时 ，先说出民间农谚
“小寒冻土，大寒冻河”，再将这些节气的气
候特征和民间习俗用最通俗的文字表达清

楚。 读来不仅长见识、开眼界，还让后人对
先辈祖宗的生存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 再
有 ，在介绍各地的风物特产时 ，将算盘 、折
扇 、屏风 、梳子以及春卷 、小笼包 、年糕 、豆
腐脑等特色小吃的来龙去脉交代得绘声绘

色。 有的还配有民间歌谣与谚语，读罢回味
良久，让人平添穿越时空的怀旧感。 此外，
该书对地方戏曲与民间器乐也有所涉猎 ，
如湖南花鼓戏、北方数来宝，还有在四川羌
族地区流行的羌笛、凉山地区吹奏的芦笙、
打击乐器八角鼓等。 总之，这部凝聚了编者
大量心血的 《民俗掌故日历 》，已经持续出
版第三个年头了。 尽管每次选编的条目有
所侧重与取舍， 但都经过慎重考虑与精心
挑选。 其目的就是要以日历加图文的独特
形式，将我国民俗文化知识的内涵与神韵，
生动直观地展示给广大读者。

当我看完这部沉甸甸的日历画册， 眼前
仿佛滚动出一幅幅老百姓日常生活的 “万花
筒”，这里面蕴含着多少先人的生活场景和生
存智慧呀。由此我不禁想到，绵延数千年的民
俗风情不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吗？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
眼前的这本《民俗掌故日历》，集中展示出中
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命脉，值
得我们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我衷心期盼《民
俗掌故日历》能一直坚持办下去，而且越办越
出彩。

去年秋季的一天， 我听见三门小区的树
上竟然有了鸟鸣声， 关于鸟的知识我实在太
贫乏，除了麻雀、乌鸦、老鹰之外，其它鸟类我
都叫不出学名，更不了解它们的习性。 所以，
我弄不清这些鸟到底是偶然来访的过客，或
是稍作休息的候鸟？还是已安家落户了的“居
民”？

几天后，我路过江湾公园时，驻足观望，
听一听、看一看，这一听一看，真还看出了一
个惊喜来，公园里早晨遛鸟的人真不少，只是
带来的是鹦鹉一类鸟， 可原来公园树上的鸟
类已有好多种，数量也是成群结队，或一唱一
和， 或一呼百应； 时而是一只鸟在树尖上独
舞，时而是群鸟在树枝上嬉戏，或从这棵树飞
到那棵树，或从这边飞到那边，或成群结队在
空中画个圈又飞回来。

再后来，我又观察到三门二小区、镇北小
区、忠烈小区等的树上到处也有鸟。 由此，我
推定，鸟类在江湾镇安家落户了，江湾镇到处
都有鸟了。

江湾镇属城市中的丘陵地带，溪河交错、
空气湿润、草木茂盛，本是候鸟生活的天堂。
记得小的时候，河畔两岸树上到处是鸟，无论
在哪里干活，耳边总是鸟声不断。记忆中乌鸦
的叫声，凄婉、恐怖，传说中乌鸦的鸣叫是一
种不祥之兆；老鹰也是不受欢迎的鸟类，它常
常一个俯冲就将地上的小鸡抓走了； 而麻雀

是最调皮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在汽车停放的车库里、 机器轰鸣的
厂区内到处都是麻雀。 可是到了 1995 年左
右，鸟类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喜
欢与人类相处的麻雀也不例外，不仅厂区、小
区没有了，就连宝山农村、长江口也少见了。
所以，鸟的影像、鸟的声音渐渐淡出了我们的
记忆。

如今看到这些快活的小鸟 ， 我不知怎
的又有点浮想联翩、感慨万千起来。 事物变
化皆有原因的，鸟去鸟来也不例外。 仔细想
想， 我们的祖先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栽
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说白了，就是哪里
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好， 哪里就会获得鸟的
青睐；哪里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哪里就被
鸟类抛弃。

新的时代，环境保护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还有许多自身的实际问题和原因， 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家园任重道远。

看到江湾镇的鸟，我深深地感到，江湾
镇的发展与上海、 全国的发展是紧密相连、
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江湾镇整体生态环境
的根本好转，江湾公园的环境再好，也难以
将鸟吸引回来；反过来，正是因为虹口区、上
海市的环保工作抓好了、环境变好了，才使
江湾镇的整体环境好了起来，鸟类的回归就
成了必然。

交通整治、烟花禁燃、垃圾分类……很多
人说，上海是一座永远值得信任的城市，很多
看似无解的难事，在上海总能办成。 背后，体
现的是这座城市独有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还
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始终
牵引着虹口人、上海人向上、向善、向美的追
求，引导着这座城市的人民在为家庭谋幸福、
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中实现自身的
价值。 这正是让城市更美好的灵魂之所在。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把
“人” 的发展作为城市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我
们就能发现规律、看到长远，进而能够举一反
三，摸索出更多接地气、暖人心、惠民生的举
措，让人与城市都更加美好。

虹口区、 上海市在今年抗击疫情中一路
走来，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都付出了艰
辛努力，不仅创造了伟大奇迹，更积累了宝贵
经验。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 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今后五年内，江
湾镇街道提出的生态建设宏图， 是要将江湾
镇街道两侧建成看不到砖、 看不到墙的绿色
通道， 要将主要的道路建成遮天蔽日的绿色
长廊。 那时，江湾镇的天将更蓝，江湾镇的地
将更绿，江湾镇的鸟将更多、更幸福。

《民俗掌故日历》读后感：民俗掌故里的中华文脉
张潮洲

著者：米歇尔·帕斯图罗 译者：王烈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索书号：Q95-49/4246-1

简介：中世纪跨越千年，留下了很多关于
动物的手抄本，包括寓言故事、动物百科、猎
鹰专著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十二三世
纪在英法风靡一时的“动物图鉴”。 在这些图
鉴中，人们所熟识的动物拥有了迥然不同，甚
至是精奇古怪的外形，有金光闪闪的狮子、五
彩缤纷的豹，还有挂在树上的大雁。

著者：陈履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G269.1-49/7272

简介：30 年从业经历， 探访过全球 370
余家博物馆、美术馆，陈履生先生以中国国家
博物馆副馆长的实践，从收藏、策展、运营等
角度描绘了“理想中的博物馆”。作为艺术家，
陈履生拍了数以万计的博物馆摄影作品，以
摄影讲述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建筑与光影之

美， 作为普通观众， 他感叹于伟大的历史遗
存，流连于博物馆艺术品商店、咖啡馆，也被
博物馆志愿者的热情打动。

著者：凯尔茜·奥赛德 译者：麻钰薇 何治宏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P1-49/2832

简介：花些时间，凝望夜空，就像古人那
样，这能激发你无限的好奇心。 本书将带你踏
上一段夜空之旅， 巡礼我们太阳系里能见到
的、最亮的一些天体及其组合:星座、月亮、行
星、彗星等，也涉及一小部分不为人熟知的天
文现象，诸如系外行星和深空。 你将了解仍被
天文学家使用的古老名字及相关的神话故

事，探索星星背后蕴藏的基本科学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