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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夕夜，当亿万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
春节联欢晚会时，一群特殊观众的感受被前所未有
地“看见”：听障人士通过手语翻译同步“听见”小品
台词，视障人士通过音频解说“看见”舞蹈的韵律。
2025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次推出
的听障版和视障版无障碍春晚，让春晚真正成为一
场全民共享的盛会。

通过 AI 技术的引入，让听障人士可以收看到
带有实时字幕的春晚节目，极大提升了听障群体的
观看体验；AR 技术的赋能则能让手语演员置身于
虚拟现实环境中进行手语解说，让手语在翻译功能
的基础上更具观赏性和感染力。

除此之外，无障碍春晚的成功转播也离不开听
障演员和解说嘉宾的共同努力。与传统手语翻译
不同，这次的听障演员们不仅追求用手语“传声”，
更是利用肢体动作、神态表情同步将整场春晚表演
了一遍，力求实现转播的“传神”。作为“声音向导”
的解说嘉宾则反复琢磨语言表达，用声音将舞台的
光影流转、舞者的裙摆飞扬转化为听觉画面。

为什么这场无障碍春晚能引发强烈共鸣，让人
格外动容？一方面源于其观照到了一个群体的精
神渴求。据统计，中国现有残障人士约 8500 万，相
当于每 16 人中就有 1 人面临视听、肢体或智力障
碍。然而，在过往的文化产品中，他们往往被动处

于“被照顾者”位置，要么依赖身边亲友的转述，要
么因信息障碍成为文化盛宴的“局外人”。这次无
障碍春晚的突破性实践，恰是对这种忽视的纠偏，
保障了视障和听障人群享受春晚的权利，触动了人
类最本质的情感需求—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

另一方面，无障碍春晚转播的创新实践也传递
出一种人文关怀。在这场无障碍春晚的实践过程
中，手语不仅能传递信息，更能用独特的感知方式
重塑艺术的感染力。手语演员们切身站在听障朋
友们的立场上，反复琢磨相声、小品的笑点该如何
传达，手语表达又该怎么配合歌曲的鼓点，配合什
么样的神态表情更能贴合歌词内容。这次无障碍
春晚将创作权力交还给残障群体，让手语成为一把
打开艺术新维度的钥匙。

这次最宝贵的经验是让残障群体成为文化生产
的主体，让残障人士真正参与到文化叙事中去。从
2005年《千手观音》登上春晚舞台，到如今残障群体
对整台春晚的重新演绎，残障朋友们从曾经的旁观
者到如今的参与者，让大家见识了特殊艺术的蓬勃
发展。除此之外，这场特殊的春晚也让大家看见了
残障朋友生活的更多可能。例如，今年作为无障碍
春晚“声音向导”的董丽娜，从“被命运预设的按摩
师”到“用声音绘画的艺术家”，她的蜕变让公众意识
到残障群体的生命可能性，远比社会想象中辽阔。

40 年前，首届春晚拉开帷幕，让大家通过一场
晚会共享团圆时刻。40年后的今天，无障碍春晚的
出现，为春晚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打破了残障群体
与春晚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也能和其他人一样，沉
浸在春晚这场文化盛宴中，感受欢乐与温暖。或许
真正的春节联欢不在于节目设计的丰富精巧，而在
于能否让每个个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尽管首届无障碍春晚转播在技术和细节上还
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相较于春晚直播存在延时问
题，但它的成功举办，已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
从胡同里的无障碍影院，到智能手机推出更完善的
无障碍使用模式，社会对残障群体的关怀在逐步加
深，无障碍理念也在不断深入人心。

未来更多“无障碍”的实现需要科学技术进一
步向上向善，需要立法者制定更细致的保障条款，
但最根本的，是每个普通人学会用更加包容的视角
看待社会。期待未来残障朋友们的权益能得到更
好的保障，让他们能更加平等、自由地参与社会生
活，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无障碍春晚：一场全民联欢的文化盛宴
□ 修牧月

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次推
出的听障版和视障版无障
碍春晚，这场无障碍春晚实
现了技术革新和人文关怀
的双重突破，填补了文化消
费的“无障碍缺口”，让春晚
从“大多数人的狂欢”升级
为“所有人的庆典”。

踏上返程路的子女，现在都在晒后备箱。老家瑞
安的小海（化名）考虑到单位值班，2月1日就从温州瑞
安返回了杭州。她的后备箱里，也装着满满的物品，

“正月初三，爸爸一大早去水产城买的虾干，他说一年
中只有正月里才卖，口感果然比一般的虾干会软嫩一
些。爸爸又去菜市场买了湖岭牛肉干，说是网上买不
到的特产，只有菜市场里能买。”2月2日，老家杭州萧
山的小杨返回工作地贵州，不仅后备箱里被塞满了金
华火腿等特产，“爸爸妈妈还准备了茶叶蛋、肉包子，我
们返程途中一直吃，都吃不完，包子还剩了好几个。”

当网友们晒出的几乎是同样“满满登登”的“爸妈的
后备箱”，网友感慨：“这份爱满的呀，满到连九宫格都装
不下。”“后备箱再大，也装不下父母的爱，一点一滴都是
无尽的不舍和牵挂。”确实，“爸妈的后备箱”是一份沉甸
甸的爱。于子女的付出，父母的爱从来没有任何的条
件，倾尽所有，却从来不求任何的回报，无疑，父母的爱
是天底下最无私最真挚的爱，也因此而无价。

然而，于子女的心中，却不能把无价当作廉价，因
此，当自己享受着父母无边无际的爱，也要时刻牢记
着，父爱如山，母爱无价，但爱应该是双向的，那么，自
己对父母的爱，是否也无价？其实，无价的爱，在父母
看来，不是以给父母的物质多少可以衡量，只一份真
情足矣。就如子女“常回家看看”，陪着说说话，于老
人就是足够的幸福和满足。

但不容讳言，现在，即使是这样微薄的“回报”，许
多为人子女扪心自问，是否都满足了老人的期盼？许
多网友说，一只只“爸妈的后备箱”“令人想哭”，但这
显然远远不够，最重要也最需要的是，不妨不时地晒
晒自己的“后备箱”，到底给父母准备了什么。

不妨晒晒为人子女的
“后备箱”

□ 钱夙伟

大年初七，返程大军
纷纷踏上归途。一年一度
“爱的后备箱”也在社交

平台上刷屏了。从湖北返回杭州的小吴（化
名），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返程后备
箱。里面不仅有准备好的腌菜、腊鱼腊肉、
新鲜菜，还放了一条活鱼。“这条黑鱼也叫财
鱼，营养价值比较高。半个月前，爸爸在鱼
塘抓了两条黑鱼，养了很久，就等我们回家
吃。过年时吃了一条，还有一条黑鱼一定要
我们带回杭州。”（2月4日《钱江晚报》）

今年的春节是第一个“非遗春节”，人们在贴春
联、跳英歌舞、耍社火、打铁花、舞龙舞狮等实践活
动中守护、传承着千百年来传统的年俗年味。同
时，在新的时代，在新的环境中，顺应人们的新需
求，年俗年味也在不断“进化”，不断成长。显然，

“AI拜年”“分段式过年”等春节新玩法就是年俗年
味“进化”的新形式。

AI是智能时代的“大脑”，是影响日益广泛的潮
流性力量。AI不仅在高科技领域大放“算”彩，也进
入了人们的寻常生活中。在春节的玩法中出现AI
的身影，是必然的，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以前，人们
手写拜年祝福语，后来改为电话拜年、短信拜年、邮
件拜年，又改为微信拜年。现在，有了AI的助力，人
们可以在瞬间生成一段“比自己想的更有韵味”的
拜年祝福，且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文学性，内容新
颖，不落俗套，人们再也不用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再也不用担心拜年祝福陷入重复、单调、枯燥的流
俗中。如果再配上个性化的电子红包封面和动态
贺卡，AI拜年就更时髦，更有意趣了。

把过年分为两段，先和家人团聚，再外出旅游，
既能烧旺亲情的炉火，满足亲友的情感奔赴需求，

守护过年的“根”，又能让年过得更潇洒，更轻松，更
快乐。“分段式过年”是一种创新玩法，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春节度假规划，兼顾了传统与时尚，兼顾了
情感与理性，照拂了多方的过年感受、体验与需求，
也找到了春节“归”与“游”的公约数。

春节文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传播到不少国家
和地区，吸引、感染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让春节的
玩法具有了世界性，彰显了春节文化的独特魅力，
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也充分证明了春节文
化的内核语言是相通的。

春节文化的内核是辞旧迎新，是团圆，是祈福，
是快乐，是和谐。我们一边传承守护春节的“非遗
味”，一边又创新发展春节的新玩法，实践的正是

“守正创新”。不管是传统的过年方式，还是新的春
节玩法，所围绕的都是春节文化的内核。这两种过
年的方式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和谐统一的。春
节文化不断沉淀，不断巩固，又不断吸收，不断“进
化”，才能更有底蕴，更有生命力，更有活力。春节
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正在于她的包容性和创
造力。所以，我们应该乐见春节的新玩法，也应该
期待更多的春节新玩法。

“进化”的年俗年味才有生命力
□ 李英锋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
流动性的增强以及文化形态
的变化，人们在传承传统节
日民俗的同时，创造出更符
合现代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
的过年新方式。从“AI拜
年”到“分段式过年”，从
中国年到世界年，春节有了
更新的玩法。
（1月31日中国新闻网）

春节期间，人们品味年俗，外出游玩，在热闹喜庆中
欢度新春。2月3日“立春”。北京古观象台举行了传统的

“鞭打春牛”民俗活动，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在江苏
仪征，舞龙舞狮、锣鼓、秧歌，20多个民俗表演踩街闹新
春，为市民游客送去欢乐与祝福；在深圳，机器人装扮的
小狮子与传统的醒狮共同起舞，现代科技与传统习俗完
美结合，赢得市民游客阵阵喝彩。

(据2月4日 央视网 报道）

各地热闹喜庆贺新春

漫画/王铎

■《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
7天打破20项影史纪录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2月
4 日上午 8 时，影片 《哪吒之魔童闹
海》上映7天累计票房已达42亿，暂
列中国影史票房榜第九名，同时也打
破单日票房、春节档票房、春节档观
影人次等 20 项影史纪录。（2月 4日
大象新闻）

微评：在被称为“史上最强春节
档”中，面对一众强大的对手，《哪吒
之魔童闹海》 能实现口碑、票房双丰
收，相较于系列前作所取得的在当时
看来已堪称难得的成绩，更显可贵。

更可贵的是，《哪吒之魔童闹海》
的成功，所带来的影响会是深远的。

当 2024 年 中 国 电 影 总 票 房 为
425.02亿元的数据公布出来时，出现过
不少议论，业内外人士都在分析“为
什么中国人要抛弃电影？”

知乎上流行着一句话，“先问有没
有，再问为什么”。这句话的含金量一
再被证实——在短短 1 个月后，《哪吒
之魔童闹海》 的爆火说明，之前的分
析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人并没有抛弃
电影。显然，2024 年，没有足够多优
秀的电影将观众吸引进电影院，影片
供给无论是从周期还是内容类型上，
都未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

除了让人们相信中国电影未来可
期之外，《哪吒之魔童闹海》对传统文
化进行创新表达，将中国传统神话故
事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做法，让它的
成功不再局限于对电影产业的贡献
——如 《黑神话：悟空》 一般，它是
一次中国文化的有力发声。

■小孩放鞭炮引爆沼气致8
车受损

四川资中县“男孩扔鞭炮引发化粪
池沼气爆炸致8车受损”事件发生后，
涉事男孩和家人遭到不少网民指责，
不少自媒体账号甚至称其监护人将面
临 500 余万元的天价赔偿。2 月 1 日，
资中县官方媒体通报称，受损的8辆车
实际损失为28.5万元，并非自媒体谣
传的500余万元。通报称，车主目前已
开展保险理赔，会等待最终的事故调查
处置结果。（2月2日 澎湃新闻）

微评：往下水道扔鞭炮引发爆炸
的新闻，每年春节前后都有很多。因
为四川资中县“男孩扔鞭炮引发化粪
池沼气爆炸致8车受损”事件，则是因
为视频被全程录制且在网络上广泛传
播，而且爆炸波及车辆比较多，其中
还有大众熟悉的“豪车”，所以此事件
引发的关注远超乙巳蛇年前后发生的
相似新闻。这也让不少人嗅到了“流
量”的味道，比如编造“500 余万元”
赔偿金额的自媒体。这一点来看，小
男孩有点委屈，相较于类似事件的制
造者，承受了更多的谩骂。

如果说此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有什
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又一次安全燃放
烟花爆竹的宣传。尽管消防、公安、
媒体……一大批人年年都为此进行警
示、宣传，但依然有许多家长不愿意
监督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甚至不
愿意叮嘱几句。殊不知，此类事件伤
害的对象，大多数时候恰恰是燃放爆
竹的孩子。从这点来看，没有受伤的
小男孩又是幸运的——不仅自己没有
受伤，还以不受伤的自己，减少了很
多小朋友受伤的可能。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