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旻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过
春 节 ，南 方 和 北 方 肯 定 是 不 一 样
的。无论什么地方的年味，都是人
们的生活向往和浓浓亲情。

今年春节，我从客居 3 个月的
重庆赶回河北老家。想家念家的情
结日趋浓厚，使走远的心得以重回温
暖之地，而家中每位亲人的关爱和
挂牵，更是我踏上归程的渴望。

人到了，团圆了，年就到了。
人都是这样，前方有迫切到达

的目的地时，原本想好的舒缓行脚
也会变成“急行军”。收拾起欣赏

沿途风景的愉悦心情，不自觉地忘
却了疲劳的侵袭。在车载音响反
复播放的提神音乐中，辗转于高速
与国道之间。春节的热闹与团聚的
思绪，更因为一次长途归家的序曲，
有了强大的精神仪式和情感传承。

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重视
的节日。一整年辛苦劳作，只在此
佳节带着所有的收获一家团圆，共
同迎接新岁的到来。至亲都在身
边，人在一起，心也在一起，以续亲
情、以报亲恩、以示孝顺。这是中
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特有的文化。

这个年，远在青藏高原的小姑
子夫妻来家中一起过年。4 年没有

回家过年，远在异国彼岸的女儿也
提早打来越洋电话。从她的问候
中 ，我 们 听 得 出 淡 淡 的 乡 愁 与 思
念。婆婆递来的压岁红包，是给我
女儿的。女儿虽然不在亲人身边，
但这份亲情从未离开。

年逾古稀的婆婆有一手好厨
艺，虽已不能做太重的活计，但年
夜饭和压岁饺子的味道仍然是她
亲手调制。她指尖上巧妙的勾勒，
成就了舌尖上的百味。

年，终于到来了。
除夕夜，坐在堆满美食的餐桌

前，一家人一起看着春晚，吃着热
腾腾的年夜饭。亲切的人间烟火，
欢 愉 的 家 居 时 光 ，流 转 的 爱 与 温
暖，就在三餐之间，沙发之上，电视
机前。春节是一次盛大的家庭团
圆 宴 会 ，为 的 就 是 一 家 人 互 相 陪
伴，共一场最温暖、最和谐的人间
胜景。

人到，年就到了

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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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仕凭

民俗的传承主要靠老一辈对年
轻一代的口口相传和在日常生活中
的耳濡目染。然而当下，大量农村
青壮年远离家乡，入企进城。春节
这几天，他们奔波在迢迢回家路上，
匆匆来去。而乡村的“留守者”老的
老、小的小，常常也顾不上对春节民
俗的传承。在“空心化”的乡村，年
味和春节文化味越来越淡，有的已
经“沦落”到只有吃喝玩乐。

记忆里，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每逢春节，男主人都会买几张红纸
用于写对联。而我每年节前都要为
左邻右舍写上一两天的春联。写春
联，没有一分钱酬劳，凭的是一腔热
情和乡亲们看上你的一手好字。

参加工作后，没有了写春联的
时间，但每到春节还是会忆起当年
为邻居写春联的情景。2013 年春
节 前 ，我 发 现 反 映 环 境 保 护 的 春
联 较 少 ，就 拟 了 几副。例如，经史
子集讴生态，诗词歌赋颂文明，横批
——美丽中国；生态美山清水秀，环
境好鸟语花香，横批——生态文明；
神州齐奏环保曲，大地遍开绿色花，
横批——和谐中国。这 几 副 对 联
发 到 微 博 后 ，还 得 到 网 友 的 大 量
转发。

我的老家在连云港市，受苏北
和鲁南文化影响。过去，除了门上
贴上下联，还要在 横 批 下 方 贴 上

“ 挂 廊 ”。 在 山 东 日 照 等 地 ，则 称
挂廊为“过门笺”或“门吊子”。挂
廊形如剪纸工艺，用五色彩纸经雕
琢刀具雕琢而成，以 5 张为一门，可
有大小，但长宽一定逢 6，象征六六
大顺，其内容大多为“福禄寿喜财”
等镂空吉祥图案和文字。每张挂廊

都是一幅喜庆吉祥千姿百态的剪纸
工艺。

家乡人贴挂廊的习俗，传说和
姜子牙封神相关。姜子牙封罢诸
神，他的妻子也向他讨封，可是神号
已满，姜太公只好封她为穷神。事
后，姜子牙有些后悔：穷神若进到穷
人家，这家人岂不更穷？于是他又
附加了个条件，即“见破不入”，穷神
不许进穷人家，只能进富人家。后
来人们为阻挡穷神的脚步，逢年过
节就用破纸条挂在窗户和门上，后
来破纸逐渐演变成刻有各种图案和
吉语的民俗符号了。

如今，这些民俗符号离我们越
来越远。20 年 前 回 乡 过 年 ，还 可
以 看 到 写 春 联 和 买 挂 廊 的 乡 邻 ；
10 年 前 ，偶 尔 也 还 会 看到村民的
门窗上贴着手写的春联，但挂廊被

“省略”了；而现在，不仅贴挂廊的人
家 少 了 ，春 联 也 大 多 是 买 来 的 印
刷品。

春节 7 天假期后，村里的青壮
年又要重回城里。可以说，春节传
统文化的逐步消失，与当下人们生
活节奏加快密切相关。如果把人类
过去的历史进程比做爬、走和跑的
话，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堪称进
入了“飞”的时代。

在全民皆“飞”的时代，我们是
否该慢下来，仰望一下星空，想想我
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如若没有传统
文化支撑乡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
未来？这里的慢，并不是速度上的
绝对慢，而是一种回归自然、传承传
统的心境。我们坐进了“发展号”高
速列车，很多人失去了停下来的掌
控权。可事实上，只有这个社会慢
下来，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
什么。

◆王琳琳

小时候，春节都是在老家过。每
到大年三十那天，上午必须完成的一
项任务就是贴春联。

春联都是姥爷手写的。因为能写
一手好字，他不仅承包了自家的春联，
还帮助了不少上门求字的四邻乡亲。
每到那时，姥爷家那张高高的八仙桌
上，就铺上了笔墨、砚台以及石镇，买
来的红纸被细心地裁成长短不一的条
形，长的写对联，短的写横批。姥爷讲
究，会把这些纸再轻轻地折出几道痕，
为了将字写得对称又好看。

这些“家伙事儿”连续很多天就那
么散放着，谁来求字，姥爷就坐在那儿
即刻写。墨干了，求对联的人会小心
翼翼地把对联折好，心满意足地捧回
去。

农村里院门大，贴对联时必须用
浆 糊 ，熬 浆 糊 的 过 程 也 相 当 有 趣 好
玩。院内生起的煤球炉子上，坐上一
口废弃了的铁锅，将白面倒入其中，和

水慢慢搅拌，一 般 是 粗 壮 的 树 枝 ，随
着 温 度 的 上 升 ，白 面 和 水 逐 渐 融
合 ，形 成 均 匀 的 乳 白 色 糊糊，浆糊就
做好了。

贴春联的顺序一般是，先从院门
开始，然后正屋、偏屋、迎门墙，连猪
圈、鸡圈也会贴上，表达农村人对来年
美好的期待。我记得，姥爷家的院门
口正前方有棵树，每年他都会贴一个
红色的“抬头见喜”。

农村的小巷大路是小孩天然的玩
闹场，孩子们经常跑着跑着就在院门
前停住了，然后盯着门上的对联读好
半天，可有意思了。“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喜居宝地千年旺，
福照家门万事兴”，既对仗又朗朗上
口，再品品春联的大小、样式，也是一

个不小的知识来源。不过，如果有的
人家没有贴对联，墙上又可见斑驳的
白纸字样，心里就明白了，这家人这几
年内有人去世了。家里有人去世，3
年不贴红，这是规矩。

如今，我和父母常在城市里过年，
窄窄的防盗门两侧没有了春联的位
置，一般只买个“福”字，拿着胶布或双
面胶一贴了事，再 也 没 有 以 前 熬 浆
糊 、贴 春 联 、品 春 联 的 仪 式 感 ，我 的
春联记忆也就越来越淡了。就像过
年 再 也 不 用 提 前 很 久 准 备 买 年货、
杀年猪、做蒸碗这些烦琐事，因为超市
商场应有尽有。这背后自然体现了物
质的丰盛、生活的富足，但是“手到擒
来”的便利背后，总感觉失去了一点过
年的滋味。

年 味 在 变 ，过 年 的 方 式 也 在 变 。
儿时腊月制备的年节美食还在舌尖回
甘，自家的灶火炊烟却已不再为这些
工序繁复的吃食升腾；旧日的春联还
在鼻端泛着墨韵清香，书案前的人却
经年不再走笔大红纸上；昔日的年俗
活动还在记忆里欢腾，知之者、乐之
者、好之者却日渐寥寥。

不经意间，手机线上抢红包、进影
院看贺岁电影、举家旅游等，成了老少
咸宜的过年新方式。

但总有些不变的但总有些不变的，，根植脑海根植脑海。。比比
如如，，身在五湖四海都逃不开的乡心新身在五湖四海都逃不开的乡心新
岁切岁切，，跋涉千里也要奔赴的一场团圆跋涉千里也要奔赴的一场团圆，，
还有对先人的怀念和对天地的敬畏还有对先人的怀念和对天地的敬畏。。

慢下来，体会渐远的“年味”

白浆糊红对联

文化热点

吃年夜饭、看春晚、串门拜年，
除了这些，你今年是否尝试新的过

年方式？节后陆续出炉的统计数据
展示了大批公众的新选择。

过年新风尚
◆繁星

中国环境报公益发布

■举家看电影

扶老携幼，热热闹闹地到影院看
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过年新风尚。

2017 年 春 节 档 电 影 票 房 再 创
新高。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票房
达 33.47亿元，这比 2016年春节档票
房上涨了8.4%，这一涨幅也远超2016
年全年度的票房增长率 3.73%。

许多非一线城市的电影院出现
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现象。仅
春节档首日，二线城市观影人次同
比增长 1.6%，而三线城市、四线及

以下城市观影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11%、12%。

其原因之一是，2016 年，我国
内地银幕总数同比增长 30.2%，惊
人增速以及购票平台的广泛覆盖，
让众多身处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
小镇的人们，能够享受春节电影。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担忧，春节
档票房爆棚掩盖了影片质量不够好
的问题，电影人在赚钱的同时应该
努力让作品更走心。

■线上抢红包

春节里，拜年串门的亲友中，总
少不了捧着手机的低头族，唯恐一个
不留神，手慢错过微信群里的红包。

根据微信发布的《2017 微信春
节数据报告》，今年除夕至初五，微
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 460 亿个，同
比去年增长 43.3%。其中，广东省更

以 58.4 亿个的红包收发个数遥遥领
先，成为春节期间“红包大省”。紧随
其后的是江苏、山东、河北和浙江。

不过，对于手机抢红包这一新
兴事物，也有不少用户表示，多了刺
激，但是少了交流，也冲淡了春节

“面对面团聚”的意味。

■旅游向远方

在这个春节，全国零售和餐饮
企 业 实 现 销 售 额 约 8400 亿 元 ，其
中，旅游消费总收入 4233 亿元，占
全部消费额的一半以上，可谓一枝
独秀。

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
测算，2017 年春节期间，全国共接
待 游 客 3.44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3.8% ，旅 游 总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5.9%。从客流集中的城市来看，南
下避寒和北上冰雪旅游是两个主要
选择方向。各地也推出了年味十
足、地方特色浓郁的春节旅游特色
项目，使出游集文化、休闲、养生等

元素于一体，提升了公众的出行积
极性。

同时，出境游迅速增长。春节
期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总量约 615
万人，同比增幅近7%。

春节正在成为“全球黄金周”。
为满足中国游客在海外欢度春节的
需求，一些国家和地区推出了“中国
年”主题系列旅游产品。在加拿大，
政府从 2017 年起将每年农历正月
初一至十五正式定为官方节日“春
节”。今年春节期间，在加华人华侨
与赴加游客都能感受到红火的中
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