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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年除夕和初五，因为燃
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少则
!""多起，多则 #""多起。”上海
市消防局重点处处长刘伟透
露，本市虽然目前还没有因燃
放烟花爆竹引发特大火灾，但
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比如 #""$年央视新大楼火

灾，#"!! 年沈阳第一高楼被烧
得只剩框架，#"!# 年杭州旅游
节的烟花会事故等，都是烟花
爆竹所引发。所以为了应对每
年春节大规模的集中燃放，除
夕和初五上海的消防官兵都是
一级战备。“一级战备，就是所
有的消防战士，都穿好战斗服，
在车库里随时等待出发救火的
命令。”

刘伟告诉记者，上海对烟
花爆竹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
的，从药量到喷射的高度都有
限制，但是一些人为了满足刺
激心理，还是喜欢通过非法途
径买“大蛋糕”、礼花弹等等，这
些在质量和规格上都不达标的
烟花爆竹流入市场，在安全性
上根本无法保证。有的喷出去
上百米，根本无法控制，有的容
易发生“炸膛”，造成人身伤害，
很多还含有违禁的火药，不环
保甚至有毒害。

“我们非常支持晚报发起
的倡议。”刘伟说，上海其实每
年都在为烟花爆竹的减量化努
力。比如今年，出于安全考虑，
减少了近 %""个烟花爆竹的售
卖点，所有与居民楼在同一建
筑里的售卖点全部取消。“我们
还将烟花爆竹的禁放区域进一
步扩大，老式居民区、建筑工
地、学校、医院、历史保护建筑、
人流集中的商圈等，都不许燃
放。”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千年习俗不易改
上海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表示，随

着社会发展，旧民俗不再适应新变化，逐渐被
淘汰，这个社会又产生新的需要，生长出新的
民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放鞭炮是过
春节重要的文化符号，已传承千年，说明它在
中国民间有巨大的生命力，想马上淘汰掉，不
是那么容易。”仲富兰说。

他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时，将农历新年去
掉，定元旦为新年，从此沿用下去。而中国民
国政府成立时，也想将农历新年取消，只过一
个阳历新年，并且写进了法律，但始终未能真
正执行。老百姓到了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还
是要过春节，政府最后也没办法，只好恢复。

他介绍，放鞭炮从宋代开始，在那之前，
中国民间传说过年要吓走年兽、山魈，烧竹子
发出噼哩叭啦的声音，后来发明火药，放进竹
子，才有了爆竹。中国人不仅过年放鞭炮，遇
到喜庆的事也会放鞭炮。
“不能下个行政命令就禁掉。”仲富兰说，

去除放鞭炮的习惯要慢慢来，一要让大家渐渐
认识到这个问题，二要想办法保留年味。“这有
点两难。前几年也试过电子鞭炮，但完全不能代
替爆竹的喜庆感觉，因为那个硝烟味就是年味，
闻那个味，就是过年了。”看来，对不放鞭炮后如
何保证年味，还需要民间智慧集思广益。

有法必依是关键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表示：“这件

事公众已经关注十几年了，这些年各地也出台
了一些地方法规，如上海和北京都是指定区域
禁放烟花爆竹，但事实上拦不住，这有两个原
因，一是这个法规大家认不认，二是政府有没有
下定决心执法。”
有趣的是，于海本人的观点也在发生改变。
“我原来认为，靠法令和民俗硬碰硬来改

变民俗，真的很难。不仅是大家觉得过年不放
炮没气氛，而且这件事中涉及到人们的深层
愿望，很多人为此愿意花掉很多钱。”

于海分析，燃放鞭炮的民俗兴起时，中国
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农村里放鞭炮，环境开
阔，邻里相识。现在生活的环境已经不再是传
统的村民社区了，一个小区里放鞭炮的人是
少数，&"'的人的在放，("'的人被扰。放鞭炮
的人将噪音、烟尘和气味的骚扰加到了陌生
人头上，等于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
苦之上，是一种自私行为。
“再加上放鞭炮带来的安全、治安和环境

问题，几乎每年烟花爆竹厂都会被曝发生安全
事故，对禁放烟花爆竹立法的合理性毋庸置
疑。”于海说，当一种习俗成了公害，就得破除。

他表示，制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法规
后，关键是执行，燃放的人会不会受到制裁和
处罚。

落后风俗应改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燃放烟花

爆竹，在过去放开有其合理性，现在随着工业
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质量成为我们
必须直面的问题，在这种新情况下，特大型、
大型城市应首倡禁放烟花爆竹。”苏智良说。
“燃放烟花爆竹后，空气像打过仗一样。”

他认为，这种落后的风俗应该改变。
“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苏智良曾经

做过毒品史的研究，他介绍，在晚清和民国时
期，吸鸦片几乎成为中国很多城乡的风俗，家
家户户如果不摆烟榻，就被看成另类。红白喜
事都要用鸦片烟膏待客。上海在晚清时更被
称为“鸦片之都”。

“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倡议禁毒，
!$"$年，在外滩和平饭店南楼还召开了万国
禁烟会。”苏智良说，从那之后，很多社会学家
和政府部门不断倡议，禁毒运动兴起。几十年

后，毒品在中国就近乎消亡，!$)#年，中国彻
底禁绝毒品，变成“无毒”国家。
“但也要看到，移风易俗要教化国民，是

个漫长的过程。要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先
倡议少放，再到不放，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以法
律形式加以禁止，是最好的结果。”

祈福迷信要摒除
心理学博士、林紫心理机构总督导叶斌

说，中国人的迷信思想较重，认为燃放烟花爆
竹可以祈福，驱散一年的晦气，这种“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祈福心理根深蒂固。
“不要说传统的放爆竹祈福了，就连现在

微博和微信上也经常出现祈福信息，比如今
天第一名的发财星座是什么座，如果在几分
钟内转走就会怎样。这种无聊的帖子，也被人
转得很厉害，迷信和祈福的心理可见一斑。”
叶斌说。

闸北区绿化环卫局局长傅凤祥介绍，每
年正月初一和初五，环卫工人清扫彩色垃圾
时，发现中高档小区和沿街商铺“灾情”最重。
叶斌说，这正反映了有钱人的祈福心理，“越
有钱，对安全感的需求越强。”叶斌说，一方面
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去保护财产，另一方面就
会去祈福，如去庙里烧香、放炮驱邪等。
“这是一种心理寄托。”叶斌说，爆竹不便

宜，普通老百姓可能就象征性地放一点，有钱
人则上万响、十万响地放，“对他们来说，这点
钱是小钱，但万一‘有用’，就值了。”

当移风易俗遇上环保意识，一进一退，为
啥都那么难？叶斌说，传统观念先入为主，新
的观念进驻思想，要有个过程。另一方面，人
们也要被“逼”到一定程度，比如觉得情势发
展与自己的生活休戚相关了，才会警醒。
“以前生活在上海的人大多数还是坐看

北方身陷霾伏，如今自己也经常被霾所困，对
空气质量改变的诉求就会强很多。”

专家认为，民俗从来都是不断消亡与产生的动态过程
旧俗若成公害就得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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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到春节，尤其是除夕夜至年初一凌晨
和年初五凌晨两个集中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
段，*+#,)浓度总是飚升。”上海市环保局污染
防治处处长任菊萍介绍，“燃放前与燃放过程
中两个时间点的空气质量差异很大，相差四五
倍很正常，!"倍以上的情况都曾发生过。”

#"!&年春节期间，#月 $日（除夕）白天，
全市 *+#,) 小时浓度平均在 #" 至 %" 微克-

立方米；但从晚上 .时起，*+#,)小时浓度显
著上升，#月 !"日（大年初一）凌晨 #时达到
峰值 )#&,(微克-立方米，之后迅速下降，于 #

月 !"日下午 )时降至国家标准 ()微克-立方
米。#月 !"日当天，本市 *+#,)日均浓度达

到 !.&,!微克-立方米，/01值为 #&&，达重度
污染，主因毫无疑问就是受到烟花爆竹燃放
的影响。

去年 #月 !%日（年初五!“迎财神”，由于
前一天晚上开始吹东南风，风力 &到 %级，上
半夜又下起了雨，因而没有出现严重污染的
情况，但凌晨 !时和 #时，*+#,)小时浓度也
增高至 #2$和 #($微克-立方米。#"!#年的这
个峰值时段，本市 *+#,)浓度达 &2#微克-立
方米，*+!"浓度为 &$)微克-立方米。而 #"!!

年则更甚，因气象条件较差，*+#,) 最高达
)#$ 微克-立方米，*+!" 的小时浓度最高达
(#$微克-立方米。

那么燃放烟花爆竹究竟对环境有什么影
响？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伟介绍
说，鞭炮和烟花燃放时会释放出一氧化碳、二
氧化碳、二氧化硫、氮的氧化物等有害或有毒
气体，并产生碳粒、金属氧化物等颗粒烟尘。
当硝烟弥漫时，这些气体对呼吸系统、神经系
统有一定的损害，对眼睛也有刺激，有的还会

对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或发展起推波助澜作
用。另外，鞭炮猛烈的爆炸声也是城市噪声公
害之一。不分场合、地点随意点燃鞭炮，很容
易惊吓到孩子或行人，对心脏病患者来说，这
种惊吓很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同时，爆竹声声之后留下的满地纸屑，也
加大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记者了解到，#"!#
年除夕夜至年初一清晨，市容环卫工人共清
除彩色垃圾 $""余吨；去年在本报和环保人
士“绿色过年”的呼吁下，这个数字降低为 (""

余吨。而在年初五早晨，#"!#年申城共清除烟
花爆竹垃圾 !&""多吨，去年同期减少了约
&""吨。 本报记者 郭剑烽

环保专家：年年春节污染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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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辞旧岁、初五“迎财
神”，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民
间传统习俗，但随着城市化的
发展，生活空间的压缩，人们
不胜其扰。此外，每年投入的
消防、环卫等公共服务成本不
菲。近年，空气质量日趋恶劣
更令人警醒。

有人说“放鞭炮已成为春
节的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
化符号是否该去除？民俗专家
和社会学者持肯定态度。民俗
从来都是不断消亡与产生的
动态过程，但移除一种民俗需
要很长时间，尤其是传承千年
的民俗，不能仅靠一纸政令。

本报记者 姜燕

! 除了放鞭炮'过春节还有许多健康的民俗活动%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