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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王军利

提起湘西，很多人的脑中会浮现出沈

从文笔下温柔、静谧、远离世俗的边城。但

另 一 面 ，湘 西 山 地 面 积 占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75%，交通相对闭塞。2019 年暑假的一番调

研，让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周康林发现，其实

孩子们很想读书、喜欢看故事，乡村小学也

换上了新课桌和图书室。但是，“接触书籍

老旧、阅读课程少、读书没人陪”仍是乡村

地区孩子们阅读面临的问题。

“ 超 过 74%乡 村 儿童一年阅读课外读

物低于 10 本，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的占到

了 20%。”这些数据让周康林深感自己责任重

大。于是，考入清华大学后不久，他和几位同

学筹划成立“清华大学薪火实践书海童游支

队”，招募志愿者为乡村地区的小学生改善

阅读环境，做起了孩子们的“云端伴读人”。

小时候，身为语文教师的母亲经常带

他去借书，《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球地

球》《窗边的小豆豆》都是他的最爱。“阅读

让我知道，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和周围的

环境，在远方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酷爱

阅读的他，希望阅读的力量也能帮助更多

的乡村地区的孩子。

摆 在 他 们 眼 前 的 头 号 难 题 就 是“ 书

少”。“孩子们接触到的书籍比较老旧，一些

书籍的内容也不合孩子们的胃口。”于是，

志愿者们参照教育部为中小学生推荐的书

目，联系爱心团体和企业，引进了 1200 余

本新书，惠及三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志愿

者们还通过录制阅读分享视频，陪着孩子

们一起阅读。这些视频会直接交付给乡村

小学，由老师在课件或者阅读课上播放。

想 要 真 正 成 为 孩 子 们 在 阅 读 上 的 伙

伴，就必须走进孩子的内心。项目团队中

有来自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的志

愿者，为了保障授课视频的输出质量，周

康林邀请来学心理学的博士生学姐给志愿

者们培训。

“给小朋友们讲书，并不需要强调这本

书多么有名，某个段落有什么作用，更重要

的是找到书籍和孩子们的相关性，利用炊

烟、落日这些在他们世界中的常见场景引

入，从而激发阅读欲望，鼓励他们自主完成

阅读。”在清华读博士的苗心曾受邀给“书

海童游”团队的志愿者们做心理学分享，后

来，她自己也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

每逢寒暑假，志愿者们和孩子们虽然

相隔甚远，但也会因为书籍成为最亲密的

云端伙伴。志愿者们尝试着用直播、一对一

沟通、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和孩子们分享书

籍里的故事和人生。“在我们身边也有许许

多多的事物，值得我们去观察，就像法布尔

探索真理那样 。”“张哥哥讲的《上下五千

年》我最喜欢听，我太喜欢听故事了！每天

晚上我都要爷爷给我讲个故事才会睡着。”

孩子们的这些反馈，让“云端伴读人”有了

坚持下去的动力。

去年暑假，同在清华大学的张栩月和

何田加入到“云端伴读人”的队伍。张栩

月的父亲从小在湘西地区长大，一直关心

乡村地区的教育发展。在父亲的耳濡目染

下，她对乡村地区的教育也有了很浓厚的

兴趣。给乡村孩子上课后，阅读分享前出

一道思考题是她的特色，“希望这样设计

能激发孩子们的思考，真正走入书中呈现

的世界。”

而何田刚入学时，就关注到了“书海童

游”团队招募志愿者，她半分也没有犹豫，

就报了名。她给孩子们分享过林海音的《城

南旧事》。“这本书虽然没什么惊天动地的

情节，但是在阅读中能感受到‘成长好像在

很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了’。”何田希望这本

书能够让孩子们发现自己的成长，接受自

己慢慢长大，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清华大学的志愿者们，给年幼的孩子

带来的不仅是书中的故事，还有对外界环

境的想象与向往。“老师，我想看看清华是

什么样子的！”在一对一的阅读授课的过程

中，一位小学生向志愿者黄龙群提出了这

样的请求。开学返校后，黄龙群拿上手机，

打开摄像头，向这位同学展示了清华的建

筑，一起云游了食堂、体育场和图书馆，满

足了这位同学对于清华的好奇。

“我们的工作是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

补充再重要也仅仅是补充。”该项目团队的

负责人邵瑞朋认为，阅读教育是一个系统

工程，让阅读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学校

起到的作用最为重要。在“书海童游”团队

的建议下，合作小学都会定期举办辩论赛

或者读书讨论会，孩子们争相表达在《西游

记》中最喜欢的角色，讨论《窗边的小豆豆》

中的主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话题是

什么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孩子们在阅读

后的思考。”周康林说。

如今，“书海童游”团队已经从最初的

6 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 300 多人，他们的

目 光 也 从 湘 西 投 向 了 全 国 各 地 的 乡 村 小

学。在这群志愿者的努力下，团队促成了

9 所 爱 心 书 屋 的 建 立 ，

它 们 分 布 在 湖 南 、 江

西、四川等各地。团队

为孩子们募集的 2 万余

册图书，“入住”这些

图书馆，等待着一双双

清澈天真的眼睛。

300多位清华大学志愿者打造线上阅读课——

乡村儿童的“云端伴读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 思 刘俞希

一条高铁意味着什么？是回家时优先

选择的交通工具，还是和朋友外出游玩时

最喜欢的出行方式⋯⋯对于今年 30 岁的

老挝留学生王伟而言，高铁承载的不仅是

一条回家的路，更为她守护着妈妈的心愿

和她自己的理想。

“Follow me（意味“请大家跟随我的
镜头”——记者注）。”镜头前的王伟手持稳

定器，面对镜头用英语兴奋地讲述着自己

的所见所闻。她正在通过社交平台进行直

播，为家乡的朋友介绍自己在中国的生活。

王伟是来自昆明学院的一位老挝留学

生。如果没有中老铁路，她可能不会来到中

国求学。今年她 30 岁，两年前，因为了解到

中老铁路即将开通，已经在老挝大学本科

毕业的她，在妈妈的建议下来到中国留学。

“妈妈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她相信中

老铁路开通后一定会带动旅游的发展。”

和王伟一起来中国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妹

妹，他们在云南师范大学学习贸易管理专业。

对于王伟和弟弟妹妹而言，这不仅是妈妈的

心愿，也是改变了他们未来命运的选择。

王伟来到中国后便开始做视频，发布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前不久，在“庆

祝中老铁路全线通车青年行活动”中，她作

为青年代表之一，乘坐上心心念念的中老

铁路动车组，透过视频向家乡的人民分享

自己的所见所闻。

最初来到中国，王伟一句中文都不会，

但这不能阻挡她探索这片土地的热情。刚

到云南的前两个月，王伟一个人去了大理、

丽江。因为不会说中文，遇到需要问路的时

候，她就只能用手势比划，手脚并用一番，

总有人能明白她的意思。在这个老挝姑娘

看来，“中国人很好，他们会帮助我的。”不

过这样的经历也让王伟意识到，语言关是

自己必须要攻克的。

刚到中国，王伟还没有结识太多的中

国朋友，学校宿舍里的宿管阿姨就成了她

学习中文的“启蒙导师”。“那个时候我每天

在宿舍上网课，平时能简单交流的就是宿

管阿姨，我主动和她们打招呼，她们就教我

说中文。”

为了学好中文，王伟每天在宿舍自己

读、自己练，一天听中文录音 4 个小时，从

一 句 中 文 都 不 会 ，到 能 说 出“ 你 叫 什 么 名

字”“吃了吗”“去哪里啊”。到现在，两年时

间过去，王伟通过了汉语水平五级考试，会

一些书法，她把自己的作品发到视频软件

上和网友分享。

最初那个为了实 现 妈 妈 心 愿 而 来 到

中 国 的 女 孩，也 有 了 自 己 的 梦 想 ，她 想 通

过 自 己 的 视 频，让 不 了 解 中 国 的 人 看 到 ，

真 实 的 中 国 是 什 么 样 子 。“ 让 老 挝 人 理 解

中国的文化，也让中国人看到老挝美好的

地方。”

“为什么你可以在中国到处去旅游？”

“ 什 么 时 候 可 以 去 中 国 ？”“想去中国上学

要做哪些准备？”“如何乘坐老中高铁去中

国旅游⋯⋯”在过去的两年里，类似的问题

她被问过无数次。尤其是中老铁路全线开

通后，她专门发布了自己去昆明站拍摄的

视频。自此，她的粉丝数量激增，给她留言

的人也从老挝扩展到了泰国、越南等国家。

现 在 的 王 伟 是 一 位 拥 有 3 万 粉 丝 的

Facebook 博主。她有了更长远的目标，她想

在中国开一家旅游公司，致力于发展中老

两国间的旅游业。“我希望慢慢做起来，以

后等疫情结束，看我视频的人就有可能成

为我的客人。”

2021 年 12 月 3 日 ，中 老 铁 路 开 通 运

营。对于两国青年而言，中老铁路搭建起了

一条共享机遇之路。随着

交通一体化深入发展，两

国青年都将获得更多务实

合作、携手发展的宝贵机

遇。越来越多像王伟一样

的中老青年，将搭乘这趟

列车，通往向往的生活。

老挝留学生王伟用镜头讲述中老故事——

沿着中老铁路通往向往的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杨紫琳 见习记者 罗 希

张紫璇现在就能想象到春节假期期间

家里的欢乐场景——爸爸、妈妈、她自己和

名叫多多的宠物狗分别占领沙发上的 4 个

“坑位”，电视里播放着冬奥会比赛，茶几上

摆满各种零食。一家三口都是狂热的体育

爱好者，北京冬奥会开幕恰好在春节假期

期间，一起看冬奥会，肯定会成为今年过年

的必备仪式。“看到关键的时刻，我妈妈会

紧张地站起来。遇到振奋的时候，全家人会

一起欢呼，多多看到家里人在喊，也会跟着

一起叫，虽然不知道它到底看没看懂。”一

边畅想，她一边哈哈大笑。

当身边的一些朋友给自己的头像戴上

“新春头环”，在福建一所高校读研的胡淼

就嗅到了春节的气息。他有独属于自己和

朋友的新年小仪式。前不久，一位网友向他

提起给他准备了新年礼物，“我告诉他不用

送礼物，只是写几句话我就会非常开心”。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互相给对方写一

封手写信。胡淼买了好看的“开心蜡烛”，把

写好的信塞进礼盒里，寄给了网友。“书签、

明信片、手写信，我都很喜欢。这些仪式会

给一些重要的时间点注入更多的回忆。”

春节这个人们最看重的传统节日即将

到来。随着技术的发展，除了期待包饺子、

贴春联、访亲友、团圆饭等一系列传统的过

年仪式，许多年轻人也把一些全新的活动

带入春节的庆祝中，营造充满潮流的春节

仪 式 感 。中 青 校 媒 就 相 关 话 题 面 向 全 国

217 所高校的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

收 有 效 问 卷 4531 份 。调 查 显 示 ，92.30%受

访者认为过年需要仪式感，其中 44.91%受

访者非常重视过年仪式感。65.33%受访者

认为，过去和现在的“过年仪式感”有差别，

现在产生了很多新的过年仪式。

画风大变，年轻人携潮流
新仪式过春节

跟随着魔性的音乐，头发灰白的爷爷

奶奶轻快地、一下一下地踮着脚，胳膊随节

奏向左摆两下、又向右摆两下。在他们的周

围，爸爸妈妈、叔叔婶婶，还有艾皓和她的

表兄弟姐妹，一边做着一样的动作，一边忍

不住咧嘴笑开了。

去年春节，这段视频在艾皓的家庭群

里传开。这场客厅里的大型群舞，创意来自

艾皓的表弟。“除夕的晚上，他提议我们全

家一起跳‘摇摆舞’，录下来留作纪念。”这

段舞蹈强度低，容易学，长辈学起来“无压

力”，而且舞蹈动作魔性逗趣，艾皓和兄弟

姐妹们也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有了这段

全家十几个人挤满了客厅、一边跳一边互

相“嘲笑”的视频。

上大学前，每年过年，艾皓和同辈人总

是由长辈带着，一步一步承袭着约定俗成

的新春仪式。不过现在，春节的家庭聚会成

了年轻一代的主场。在大学社团里，艾皓学

了诸如“逢七过”“逛三园”一类的许多破冰

小游戏，于是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她就在

家庭聚会上组织起了小游戏，还把全家人

玩游戏的过程录下来，做成了短视频。此后

每年春节，由艾皓和兄弟姐妹们策划的新

春节目都会成为聚会上的大轴戏。

之 所 以 想到把破冰游戏搬到家庭聚会

上来，是因为艾皓发现，春节时亲人难得团圆，

但经过一年甚至几年没见，亲人之间也难免

有些生疏；而且以往除了吃年夜饭，也就是长

辈之间互相聊聊天，艾皓和兄弟姐妹的参与

感就少了些。“找一个大家都能玩的游戏，就可

以把全家聚起来，大家一起聊天、娱乐。”

逐渐开始步入社会生活的 95 后、00
后，在春节的家庭聚会中也主动起来，在

营造新的春节仪式感中贡献创意。中青校

媒调查显示，受访者喜欢的新型过年仪式

感，有燃放无烟仙女棒 （61.33%）、和朋

友互换新年礼物 （54.09%）、举办或参加

新 年 派 对 （53.70%）、 拍 新 年 写 真 照 片

（53.87%）、制作新年 Vlog （51.20%）、购

买氛围灯等新年装饰 （46.74%）、和家人

一起溜冰或滑雪 （44.63%）、更换社交网

络装扮 （37.63%）等。

在江西一所高校读书的赖欣如今已经

很少陪着拎着大包小包的爸妈四处走亲访

友。回忆起近几年的春节仪式感，赖欣首先

想起的是自己“逢年必拍”的新年写真。“从

大一开始，我就会从压岁钱里抽出一部分

用来拍照，基本上都是以红色为基调，图个

喜庆。”为了筹备写真，赖欣会提前一个月

开始减肥，照片洗出来后，她会精心地将它

们装裱加上相框，摆在床头。除此之外，赖

欣还有一些新年仪式感的“小心机”：“比如

说换上印有‘小赖给您拜个早年’花字的朋

友圈封面，或是准备一些系上红围巾、提着

红灯笼的表情包。”

今年读大四的余秀文每年春节都有一

整套的“新春仪式感流程”——换头像，改

个性签名，更换朋友圈封面，发朋友圈。近

几年，随着家里的老人也开始使用智能手

机，余秀文还会拉着全家人一起拍过年表

情包。“姥姥、姥爷做出比心的动作，搭配那

些动态贴纸，还挺可爱的。”

除了和家人之间的相聚，近几年的春

节，她还会和朋友们举办新年聚会，并且把

这些瞬间录制成视频，制成新年 Vlog，发表

在社交平台上，让她和朋友们可以随时重

温这些美好瞬间。“春节这么重要的时刻，

当然要拍下来留作纪念。”对于那些不能在

春节相聚的朋友，余秀文会和他们互赠新

年小礼物。“拆朋友送的新年礼物，同时享

有了收礼物、过新年、拆盲盒的三重快乐。”

冬奥来袭，“预定”全家观
赛成春节新热门

春节遇上自己的国家举办冬奥会，张

紫璇觉得这给春节增添了不少氛围感。“现

在过年聚会减少，能和爸妈一起在家看奥

运会，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张紫璇的父

母都是体育爱好者，对体育赛事甚是关心，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家就是每

天全家欢呼。今年冬奥会，肯定也会关注

中国队的所有赛程，场场不落。”

“我的小家庭也会带动大家庭观看冬奥

会。”张紫璇的爸爸是“科普型选手”，东

京奥运会期间，他就在家庭群里发布比赛

预告，吸引家人看比赛，还把查到的选手

历史数据发到群里。“我爸爸已经看了很多

届冬奥会了，他现在司职家庭冬奥会讲解

员，比如冰壶这类大家不太明白规则的项

目，他就会在家庭群里科普。虽然他不是

所有项目都懂，但大部分有中国选手参与

的项目，他对规则都很了解。”张紫璇说。

她的家庭群里四代同堂，她 11 岁的小侄子

经常会在群里提问，而张紫璇的爸爸就是

群里的体育科普员。

现在，在张紫璇一家的带领下，整个

大家庭都成了体育爱好者。“家人聚餐时

也会聊比赛。东京奥运会时，他们在长辈

家里一边饺子一边看比赛。”在张紫璇预料

中，这样的场景大概率也会在春节期间出

现。“一起加油助威也凝聚了家人，这大概是

体育除了竞技以外的另外一种魅力吧。”除

了看比赛，她的家人也都亲身参与运动，她

计划搞一场家庭运动会。“我来策划。”张紫璇

笑着说。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81.54%受访者会

把收看冬奥会作为今年的过年仪式之一。

艾皓也打算过年期间和家人一起看冬

奥会。经验告诉艾皓，冬奥会会让全家产生

共 鸣 。“ 今 年 暑 假 在 家 看 奥 运 会 比 赛 的 时

候，当我们国家的运动员站在赛场上时，或

者国歌响起时，我们全家人会一瞬间产生

共鸣。这个时候，几代人的情感和情绪表达

都是一样的。”不同于平时全家人对电视节

目各有各的喜好，艾皓平时看综艺，奶奶好

奇这些帅小伙为什么看不出区别，爸爸妈

妈也有看不明白的段子和梗，但体育明星

大家都认识，这样一家人都有共同语言、能

分享体验的快乐，艾皓对此视如珍宝。

“看比赛也特别能激发‘体育 DNA’。”

去年东京奥运会期间，艾皓和爸爸妈妈看

了乒乓球比赛，就下楼打乒乓球，看了羽毛

球比赛，也忍不住挥上几拍。她这个“南方

孩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大雪纷飞，现在，

她也很想到北方体验一下滑雪的快乐。

在吉林一所高校读研三的葛光和也把

看冬奥会列入了自己的春节安排。北京冬奥

会遇上春节，葛光和相信一定会擦出不一样

的火花。“我相信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在北京、在

延庆、在张家口，除了能感受到奥运会的氛围，

也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于春节独有的情感，

感受到团圆的气息。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刻更

加可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了。”

仪式在变，不变的是团圆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33.83%受访者认

为现在过年的仪式虽然和过去有差别，但

很多传统仪式都得到了保留。10.17%受访

者更喜欢全新的过年仪式，认为它们更潮

流、有趣；37.65%受访者则更喜欢传统的过

年 仪 式 ，认 为 它 们 更 传 统 、经 典 ；也 有

50.32%认 为 传 统 和 新 潮 的 过 年 仪 式 都 很

好，期待两者的融合。

葛光和最期待春节和家人相聚。“妈妈

做的饭永远是外面比不了的。每次过年妈

妈都会做各种各样的美食，牛肉馅饼是她

的拿手菜，一口咬下去，满嘴爆汁。它也是

我们家年夜饭的必备菜。”过年时，很多亲

戚都会回到老家，家里的孩子们总会围在

做饭的大人身旁，充当小帮手。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者最看重的

过年仪式分别是吃团圆饭（84.35%）、贴福

字和对联（82.76%）、收压岁钱（77.42%）、制

作 饺 子 等 年 味 美 食（72.57%）、燃 放 烟 花

（71.26%）、走 亲 访 友（68.31%）、收 看 春 晚

（65.39%）、祭祀（39.22%）等。

胡淼对春节的传统仪式也有着特殊的

眷恋。从大年初一开始，爸爸妈妈会轮流带

着胡淼到长辈家里拜访。胡淼很看重这个

环节，很多亲戚只有过年时才会见上一次，

甚至几年才见一次。“这是串联家庭的一种

仪式，父母都觉得很有必要，说等我长大、

成家以后自己也要去看望长辈。”

每年春节，余秀文都会回老家和姥姥

姥爷一起过。和家人待在一起，她总会觉得

自己是个小孩子。她和哥哥一起贴春联，还

会像小时候那样，把浆糊抹得到处都是，两

个人能又吵又闹玩儿一下午。“在我们打闹

的 时 候 ，姥 姥 姥 爷 忙 着 操 持 祭 祀 ，打 打 黄

纸、在不同地方摆上小碗，在‘天地君亲师

位’的牌匾前面要按规格摆上‘硬货’。”除

夕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炭火旁、烘烤着干

果、唠着这一年来的琐碎小事。这个时刻，

她心里充满幸福感。

艾皓很珍惜全家团聚的时光。曾经每

天朝夕相处的父母、经常拜访的爷爷奶奶，

现在往往只能在假期见面。“长大以后，才

发现和家人相处的时光有多宝贵。所以我

希望尽力给家人带来轻松快乐的氛围，留

下更多的回忆。”

这也是艾皓乐忠于把新仪式引入春节

团聚时刻的原因，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她，在

和家人一起完成传统仪式的同时，总能把已

经浸润至生活每一处的互联网生活引进来，

就连做年夜饭也会和网络紧密绑定。艾皓家

里的年夜饭，每个人都要贡献一道菜。有一

年艾皓在网上学了一道苹果饺子，当她把这

盘多少有点让人疑惑的食物端上餐桌，却意

想不到大受欢迎，“于是这种饺子变成了我

家餐桌上的常客，平时也会做来吃”。

过年新仪式和传统习俗之间并不是非

此即彼的关系。每年春节，葛光和都会回老

家祭祖、贴春联、在除夕的晚上和父母一起

看春晚，同样也会参加一些新年派对、录制

新 年 Vlog。在 葛 光 和 眼 中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新年的庆祝方式在不断地变迁，新老仪

式感也在不断交融和碰撞。“互联网时代催

生出新的年俗演绎方式，更具科技感和时

代感；另一方面，过年的老传统并没有被遗

忘，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春节传统民俗不

断融入现代元素，以一种潮流又有意思的

方式绽放出新的色彩。”在他看来，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是文化自信的

缩影。当老传统遇上新文化，不仅赋予了古

老的年俗文化以新意，更承载了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的创意表达和全新阐释。

在赖欣看来，仪式感的加持会让她对

新的一年充满期待，“过年的仪式虽然产生

了变化，但是仪式感的内核仍是团圆和辞

旧迎新。”赖欣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新旧过

年 仪 式 感 的 融 合 ， 让 传 统 的 民 俗 更

“潮”，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更加重

视节日文化的传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胡淼、艾皓为化名）

录Vlog、看冬奥、装扮网络空间，这届年轻人的春节仪式很独特——

当潮流“新仪式”涌入传统佳节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

王伟（左）和中国青年在磨憨站前广场植树。中老两国青年栽种的 60 棵凤凰木组成的中老青年友谊林，

寓意“火红的青春”，象征着两国深厚的友谊将在青年一代中延续。 王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