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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信到今天的短信、电话、QQ、微博@你

从“吃了吗”到今天的“旅游了吗”“电影了吗”

世界问候日，你问候了吗？
昨天是“世界问候日”，在网络上，关于这个节日的话题很多，大家七嘴八舌聊得很

热闹、很开心。回到现实生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是腼腆又害羞，不仅不习惯接受来
自陌生人的问候，面对同事、朋友、亲人，也很少主动送出问候。信息传递方式日益发
达，人们却变冷漠了吗？！

在这个温馨甜美的节日里，你有没有给身边的人一个温暖的问候？
晚报记者 邢进 张竞昳 张璇 郑州晚报 施杨

“世界问候日”为了世界和平而诞生
1973年11月21日，为了促进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共处，澳大利亚姆可马克与米切尔兄弟两人，自费印刷了大量有关

问候的宣传材料寄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及世界知名人士，第一个世界问候日诞生了。
38年过去了，“世界问候日”的宗旨也由最初的通过寄发问候信，呼吁世界名流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作用，发展成为以促进

人类相亲相爱为主题，全世界祈祷和平的节日。

网络/////////////
世界问候日炒得很热

在新浪微博上，有关“世界问候日”的话
题排在了热门话题的第一位。

“树叶落尽，又到了一年之中最后一个
季节，独在异乡的你，这个冬天，因为什么不
再怕寒冷？一条围脖、一杯热咖啡，还是一
个微笑？有时只要一句关切的问候，简单的
语言也能温暖人心……”微话题中的这段话
引来很多网友的共鸣，很多人纷纷写下对家
人和朋友的祝福。

“世界问候日，希望那些跟我一样漂着
的朋友们在年末的时候都能收获一份满足
和欣慰吧。”

“世界问候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温
馨。一句真挚的问候，一个甜美的微笑，就
会把快乐带给整个世界。虽然离网络越来
越远，但心里的那份情谊未减。”……网络上
满眼都是这样温暖的话语。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有世界问候日这个
节日。”看到这样的话题，28岁的小胡很快在
网上发了微博，对朋友和家人写下了问候的
话。“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是在这样的
季节却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

除了在网上写下祝福和问候外，也有不
少网友都呼吁停下忙乱的脚步，给遇到的人
一个微笑，一句祝福，或是拿起电话问候一
下久违联络的远方的亲人和朋友，“今天是
世界问候日，请大家拿起电话，问候一下关
心的人吧！”

思考/////////////
“不是冷漠，而是

时代发展了”
在网络上，关于世界问候日的话题

很多，大家七嘴八舌聊得很热闹、很开
心。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却不习惯接受
来自陌生人的问候。有网友问：“难道
信息传递发达了，我们却变冷漠了吗？”

网友“为爱而战”却不这样认为：
“我们不是冷漠，而是因为时代发展了，
所以不同往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到 90 年
代初，人们传递问候的方式比较单
一，相隔两地的多数靠书信往来，写
一封信，往往几天才能寄到。后来，
电话普及了，手机也渐渐多了起来。

从短信、飞信，到QQ、MSN，再到发
微博“@”博友，如今我们根本无需见
面，随时都可以向远方的朋友、亲人传
递问候。

相对于从前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如
今大家彼此间的问候方式和内容都发
生了太大的变化，“很多人见面时不喜
欢说话，而在网络上却十分活跃。交流
方式变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冷漠了”。

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市民们的
问候语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以前，人们最大的问题是解决温
饱，“吃了吗？”便成了大家时常挂在嘴
边的问候语。后来，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多样化，大家见面时总习惯问一句

“最近看啥电影呢？”“又去哪儿旅游
了？”到如今，“淘宝体”、“咆哮体”等各
种各样网络流行词汇、语句层出不穷，
彼此间的问候内容愈发丰富多彩起来。

看看世界各地的问候
日本：见面多以鞠躬为礼。比较熟

悉的人见面互相鞠躬以二三秒钟为宜；
如果遇见好友，弯腰的时间要稍微长
些；在遇到长辈的时候要等长辈抬
头以后才可抬头，有时甚至要鞠躬
很多次。

印度尼西亚：碰到朋友或熟人的传
统礼节是用右手按住胸口互相问好，对
一般人则以握手问好。

马来西亚：人们打招呼时要先双手
交握（右手掌放入对方双手掌中）一下，
双手微触额头一下，然后再双手微触胸
前一下。

非洲：有的民族见面后互问“你出
汗的情况怎样”，以表示关心与问候。
因为非洲流行热病，得了热病的人，
皮肤就会变得干燥，而健康人的皮
肤一般是湿润的，因此在这里，皮
肤出汗与否是衡量人们是否健康的
标志。

尼泊尔：宾 主 相 见 时 ， 双 手 合
十，口中道声“纳马斯得”。在山区，
宾主相见时，主人伸出舌头表示对客
人的欢迎。因为舌头和心都是鲜红的，红
舌头代表赤诚的心。

如果你经常乘坐 205路公交车，准会遇
到公交四公司明星车长徐亚平温暖的问
候。“您好，欢迎乘坐！”在首发站，徐亚平都会
站立迎客，而在线路上的每一站，他也会给每
一位上车的乘客送上友好的问候。

这样做的不止是徐亚平，郑州公交总公
司要求所有线路车长，在每一站停靠，都要向
第一位上车的乘客送上问候。

车长们的问候，让乘客如沐春风。他们说，上
车时的一声“欢迎乘坐”，能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虽然很多人喜欢问候，但是过分热情的
“问候”还是会让人感到不适。

“我最受不了单位附近的一家足疗馆。”
家在东区的李翔宇说，自己第一次遇上这场
面，是在楼梯上，当时足疗馆正在点名，迎面
一群工作人员冲他齐声喊：“欢迎光临！”

“把我吓得差点摔一跟头。”李翔宇说，现在
自己会刻意避开点名时去这家足疗馆。

而市民陈莉莉说：“和朋友去K歌，刚进
门，男女迎宾员排成长长两列，一起鞠躬大
喊‘欢迎光临’，又全是帅哥美女，真的让人
很囧啊，让我们这些客人鸭梨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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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公交车长的问候让人如沐春风

现实/////////////
九成人面对问候很“警惕”

走上街头，“世界问候日”似乎并没有引
起太多人关注，少有市民主动向身边的人发
出问候。

“你好！”上午 11点，大学路桃源路口，
记者尝试着跟一位中年女子打招呼。对方
听到后，脚步慢了下来，随即用怀疑、警惕的
目光扫视了一下，几秒钟后，她回了一声：“有
什么事吗？”稍稍放慢的脚步并未因此停下。

当记者告诉她今天是“世界问候日”，只
是想问候她一下后，她的表情诧异，反问了
一句表示不解：“是吗？我不知道。”随后，快
步离去。

之后的1个多小时时间里，30位路人全
部表示，没听说过什么世界问候日。近九成
路人，面对“你好”表现出警惕和防备。

“世界问候日？我不知道啊！”供职于一
家网站的小敏说，问候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比
较简单，但是向陌生人发出问候太唐突了，“我
曾经在街上诚心诚意地称赞一个女孩子，觉得
她穿得很漂亮，但是人家就很戒备，生怕我是
骗子似的，生硬地说了声谢谢，就赶紧走开
了。”

不要说是在大街上随意问候陌生人，小
敏连跟自己门对门的邻居都是好几年以后
才开始打招呼的。

“其实，我也知道一句问候三分暖，亲
人、朋友之间都会适时问候一声，只是我不习
惯突如其来的问候，例如陌生人的，太突兀让我
不适，最好是关系到了那个份儿上，问候是自然
而然的。”

“我很喜欢跟同事们打招呼，虽然平时各
忙各的，交流不太多，但打个招呼就觉得很温
暖。”广告公司文案李媛说，每天一上班就要开
电脑工作，大家都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忙碌，“现
在很多单位都是这样的办公方式，同事们之

间日常交流不多。”
李媛说，一般在走廊、茶水间、洗手间遇

见同事的概率最大。“在这些地方打招呼，让
我很温暖，很亲切，有时候是一句‘你好’，有
时候是称赞‘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很随意。”

在走廊、茶水间、洗手间打招呼感觉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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