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重阳节，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看待这个传统节日？记者采访后
发现，相比较过去年轻人知道重阳节
的比例大幅增加，越来越多“80后”、
“90后”选择在这一天回家陪伴长辈，
但因为重阳节是工作日，大多数年轻人
只能以视频和电话的方式问候老人。

越来越了解重阳节
钟明月是上海的一名“95后”大学

生，她告诉记者，自己家里有过重阳节
的传统，“我们家是会过重阳节的，在这
个节日里希望老人能过得顺心舒服。所
以我们会一家子聚在一起给老人做好
吃的，平时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其实这
也是一个增进家人感情的机会。”
2007年，上海市总工会曾做过一

个调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中，超过
半数不知道重阳节，更谈不上到重阳
那天给长辈送祝福。今年，年轻人重视
“洋节”忽视“土节”的现象有了逆转，
根据最新的调查，超过80%的年轻人
知道重阳节。
“我们在那天肯定要顺着长辈，说

些老人家喜欢听的话，陪他聊聊天。老
人其实最喜欢和我们几个小辈说话，
平时没有常来看望他老人家，趁这个
机会好好和老人聊聊天吧。”90后白
领小张说。

想回家但没时间
因为重阳节是工作日，虽然记者采

访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希望能有半天陪
伴家里的长辈，但都表示“没有时间”。

杨伟是一家外企的年轻白领，
“重阳节我们是回不去的，因为还要
上班，平时没有时间看望我家爷爷，
只能打电话。但是重阳节对我家老人
是个比较重要的日子，所以我和父母
商量好了，准备在重阳节的时候和爷
爷来视频聊天。这对老人家是一个新
奇玩意，所以这也算是我准备的重阳
节礼物吧。”
采访中，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重阳

节能够有固定的假期，方便陪伴老人。
其实，“重阳节放假”的声音早就在全
国两会上出现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
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也建议，
把重阳节设立为法定假日，放假一天，
引导年轻人“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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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对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度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86.6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85.8分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8.7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6.6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5.4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74.9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74.0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68.7分

上海市民传统文化意识调查显示

青年群体对传统节日重视程度低
! ! !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近日公布市民
传统文化意识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传统文化
渗透进市民生活方方面面。其中，“!"后”“#"

后”群体文化选择呈多元态势，他们比上一代
更认同经典传统思想，更深入了解中国古典名
著，认识更多的繁体字，但喜欢过“洋节”，喜欢
看境外影视，感觉传统文化对自己影响较小。

外来节日受热捧
调查发现，青年受访者对绝大部分中国传

统节日的重视程度低于其他年龄段，除春节
外，他们对如中秋、清明、元宵、端午等节日的
重视程度均低于35岁以上群体约10.0个百
分点。然而，重视圣诞节（!!"#$）和情人节
（!%"&$）比重分别高于35岁以上群体23.0和
25.7个百分点。同样富有爱情含义的七夕节和
情人节两个节日，有32.9%的青年受访者表示
重视情人节并会采取一定方式度过，比重高出
七夕节19.0个百分点。

传统艺术节目遇冷
在过去一年有46.9%的青年受访者没有

在现场欣赏过中国传统艺术节目，高于35岁
以上群体6.7个百分点。问及未观看的原因，

大部分表示不感兴趣。

普遍认同经典传统思想
此次调查列举了八种带有典型意义的传

统思想表述，部分得到市民广泛认同。其中，所
占比重最高的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和“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认同度分别达到 !$%& 分
和 !'%!分，分别有 ()%(*和 (+%!*的受访者很
认同。而认同度最低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为 &!%(分，仅 ,!%-*的受访者表示认同，
.,/0*的受访者部分认同，+,%!*表示不认同。

而青年受访者（'(岁)!*岁），除“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对其他七种表述的认同度均高
于 .0岁以上群体。

日常文化活动一多三少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分析青年受访

者文化生活、传统文化认知等方面后发现，青
年群体日常文化活动具有较鲜明的代际特征：

" 上网多 非工作上网时间在 '小时以

上的受访者占青年群体的比重达 *#"!+! 高于

!*岁以上群体 !,"'个百分点"其中!上网时间

在 %小时以上的青年受访者占 !-".+"

" 看电视和听广播偏少 相对而言 /电

视# 广播等传统媒体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减弱!

**".$的青年受访者每日看电视#听广播不到 '

小时" 超过两小时的仅占 '("($!低于 !*岁以

上群体 %&"-个百分点"

" 健身锻炼少 每日健身锻炼时间超过

!,分钟的青年受访者占 -%",$! 低于 !*岁以

上群体 &"-个百分点" 仅有 &"($的青年受访者

运动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另外!有 %'"%$的青年

受访者表示每天几乎没有体育健身活动"

" 阅读书刊报纸时间少 青年受访者中!

每日阅读书刊报纸 '小时及以上的仅占 '!".$!

!,0.,分钟的占 %&".$!小于 !,分钟的占 *."#$"

更深入了解传统文学
在问卷列举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

游记》、《水浒传》、《论语》、《三字经》等 &部中
国传统书籍中，青年受访者的知晓率、阅读率
和精读率均普遍高于 .0岁以上群体。中国四
大名著的阅读率均超过六成。
调查还发现，虽然繁体字没有列入学校课

程，但是青年受访者中有 #+%,*认识繁体字，
比 .0岁以上群体高出 !%,个百分点。其中，有
,,%!*的青年受访者表示认识较多的繁体字，
仅 !%&*的青年受访者表示不认识繁体字。

境外影视作品更是成为大部分青年的观
看首选。逾七成青年受访者爱看境外影视节
目。只有 10%,*的青年受访者首选内地的影视
节目，比重低于 .0岁以上群体 .!%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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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重阳节探望父母成难题

“希望能有半天假回家陪陪爸妈”
本报记者 程绩

实习生 左珊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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