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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总有参观者拿
着望远镜，隔得远远地仔细端详。“想看到兵马俑上古人
留下的指纹”，有人这么说。

兵马俑上，的确留有制作者的指纹。在秦陵百戏俑
坑的28号仰卧俑腹部彩绘表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枚
指纹痕迹。不仅仅是兵马俑，河南渑池一处仰韶文化遗
址中，一块距今约5000年的陶缸残片上，也曾发现清晰的
指纹。也不仅仅是指纹，不少汉唐砖上，还有砖匠用以

“签字画押”的掌印。给兵马俑拍“证件照”的摄影师赵
震，曾如此描述他见到一尊兵马俑唇边指纹时的震撼：

“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时间已经消失了。”
穿越时空的指纹，何以打动人心？工匠制作时可能

并未多想，而时间已于不经意间被陶土固定，留下千年不
灭的密纹，在岁月深处回荡微声。瞬间与永恒，就这样在
一个小小的指纹中交叠。如此微小脆弱，却也能跨越千
年，纤小细节中更显人类创造的力量。当我们在光阴流
转后与之相遇，似乎仍能感受到陶土的柔软与坚韧，感受
到手指的力度与触感，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劳作
的愉悦与艰辛。以指纹为中介，我们与更远的时间、更多
的人相连。

小小指纹引发的共鸣，也有着宏阔的历史背景。纵
观人类文明史，唯一“亘古亘今、日新又新”的，就是中华

文明。我们之所以心有戚戚，正是因为我们共同啜饮着
这条文化水流、共同站立在这片文化大地，为共同的甘
泉所滋养，也汇入同一条长河厚重深沉的潜流。从这个
角度看，指纹不曾消失，留下指纹的先人，也从来未曾远
离。

古文化遗址中的谷物、畜骨，边关将士书于竹简的家
信、账簿，砖石上匠人的物勒工名，沉船中水手的锅碗碟
壶……这些最日常、最普通的东西，折射无数人在漫长岁
月中的日用常行，如点点星光构成了文明灿烂的星河。
工匠无心留下指纹，后人却从中看到文明经久不息的脉
动、民族瓜瓞绵绵的传承。

在考古学中，有一种“微痕分析”：用显微镜细细观察
器物被制造、使用时留下的痕迹。可以说，文物作为器
物，其密码远不止在外观。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博物馆
热、文物热，那些“网红”展览、“明星”文物固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或许是悉心体会时间深处、岁月远处的回响，对
历史抱持一份“理解之同情”。

一枚指纹，穿越古今，留下历史的印痕，也留下文化
的密码。这其中，有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激励我们向
着未来前行。筑牢共通的文化情感，守住共同的历史记
忆，我们才能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别开生面、辉光日新。

张铁 来源：《人民日报》

穿越时空的指纹何以动人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村晚”。由三人组成的农民工
乐队，决定在老家为乡亲们举办一场聚会，没想到得到了
全村的支持。舞台不大，不过是当地一所学校的篮球场；
奖品有点“土”，是家家户户最常见不过的熏鱼和腊肉；至
于主角，他们是厨师、水电工、司机等，但在那一刻，他们
共享村民这一身份……这两天，在湖南湘西的夯卡苗寨，
这场特别的“村晚”备受瞩目。

其实，不独湘西的苗寨，在河北承德隆化县和浙江温
州等地的多个乡村，热热闹闹的“村晚”也正在或即将上
演。村民们自己既是导演也是演员，在自己再熟悉不过
的这片乡土上纵情高歌、尽情舞蹈，似乎要释放心中积攒
了一整年的情绪。其中有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有对故
人的思念和祝福，有对未来的自信和期待。

不需要酷炫的舞台，不需要高级的服化道，原汁原味
足以打动万千人心。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原生态”理解
为演员们说着味道纯正的家乡话、表演着具有地方特色
的曲艺，更重要的是，他们讲述的是他们自己的故事，是
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真实而鲜活的生命体验。他们在欢

声笑语中，创造着自己的乡村文化，重新定义新时代的乡
村和村民形象。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晚会，更是他们守
望乡土的浪漫宣言，是他们发现并展现自我价值的宝贵
舞台，是他们寄望怡然自得的美好乡村生活的载体。也
许，他们没有用那些宏大的语言来解释自己举办“村晚”
的驱动力何在，但毋庸置疑，那就是强烈而蓬勃的文化自
觉和自信。

作为新年俗的“村晚”，正成为村民的一种集体仪
式。也许平日里他们散落各处，做着不同的工作，但在

“村晚”所对应的时空里，每一个“我”融合为“我们”，那种
想要隔空拥抱的亲近感，难道不正是共同体力量凝聚的
生动体现吗？而这种凝聚，不仅对当地发展具有现实意
义，同时作为一种象征，它还带给屏幕外的人们以持久的
感动和激励。

期待我们的田野上，能涌现出更多像“村晚”一样富
有乡土风情、充盈独特“锅气”的乡村文化新现象，为实现
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力量。 王丹 来源：《光明日报》

“村晚”缘何备受瞩目

春节将至，餐馆年夜饭预订异常火爆。与此同时，
“预制菜年夜饭”的话题也引发广泛讨论。有人称，不是
不接受预制菜，而是不接受到餐馆还吃预制；也有人拒
绝将预制菜与年夜饭绑定，认为没有锅气差点意思；还
有人认为，春节人手紧张供餐量大，只要能保证品质与
口味，预制一下并无不可。

除夕晚上的年夜饭，承载着团圆贺岁的文化寓意，
被不少家庭视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如今，外出就餐
成为风尚，虽然吃饭的地点变了，亲力亲为的形式变了，
但期待有增无减。由此观之，人们对预制菜品的担忧并
不难理解，大家情绪的集中点仍然主要是知情权和菜品
质量。着眼于此，餐厅显然有必要对预制加工的菜品作
出标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同时对预制菜品的品质从
严把关、消除隐患，让大家吃上一顿舒心可口的年饭，这
是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也是诚信经营的应有之义。

尽管预制菜品在许多场合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但出于烹饪简单、价格实惠、便于储存等优点，其市场规

模着实不小，应用场景也逐渐丰富。这一边，国内预制
菜市场规模已达4221.3亿元，预计到2025年接近9000亿
元。而另一边，则是争议不断。比如，外卖、餐厅乃至校
园采购，有没有充分保障食用者的知情权？而更为根本
的则是，预制菜尚无“国标”，市场上鱼龙混杂，食品安全
与营养口味应当如何保障，“科技与狠活”的疑虑如何打
消？认真回应争议、厘清困惑，尽早建立规则、明晰监
管，预制菜的发展才会告别磕磕绊绊。

烟火人间，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快速扩大的
市场，预制菜国家标准稿报送稿已经出炉，一大亮点正
是：禁止添加防腐剂，同时必须冷链运输。这无疑有利
于缓解社会谈“预”色变的情绪。事实上，争议之外，预
制也在收获认可，在线拯救厨房小白、半小时搞定年夜
饭的预制菜品，正在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新选择。

守好安全健康的底线，让亲手做有亲手做的乐趣与
情感，预制菜有预制菜的风味与格调，“舌尖上的中国”
也会更加活色生香。 杜梨 来源：《北京日报》

保护消费者对预制菜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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