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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是一种期待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 “90 后”

小杨回忆着小时候过年的情景，“那会
儿最高兴的事就是跟着爸妈去买东西，
新衣服、糖果、干果等，看到什么我都想
要。 ”除夕当天，小杨还和父母一起挂灯
笼、贴对联，把在腊月里买的糖果、干果
摆放好，“贴对联的时候碰到邻居，还要
相互拜个年。 每个人都喜气洋洋，从小
区到各家，张灯结彩，浓浓的年味儿扑
面而来。 ”小杨说。

工作之后，小杨只有到除夕时才能回
到家， 就很少参与这些过年的准备活动
了。 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小杨小时候
最喜爱的糖果、干果，也变得稀松平常。

小杨的妈妈高阿姨是“60 后”，对年
味儿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小时候，那是
真的盼过年， 因为无论家里条件怎么
样， 过年总是能够得到一件新衣服，好
好吃一顿肉，从进入腊月起，就一直盼
着年夜饭。 ”

高阿姨觉得，对小杨来说，平时吃
肉或者吃糖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但在她
小时候，肉和糖就是“奢侈品”，只有过
年才能大快朵颐，“那才叫过年！ ”

过年，其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
情。“80 后”的靳戈为记者细数着在他记
忆中过年期间的活动，比如除夕跟着爷
爷去洗澡，初一去奶奶家，初一下午跟
朋友逛公园，初二去姥姥家，初三、初四
串亲戚，初五在家迎亲戚，初六参加父
母的朋友聚会，初七短暂休整。 “每一天

都有约定俗成的活动，虽然忙碌，但是
年味儿就在其中。 ”靳戈说。

但对“00 后”来说，过年似乎就只是
一个假期，年味儿没有那么强烈。 小巩是
2019年上的大学，在放寒假之前，她和舍
友一直在讨论寒假怎么过。 但奇怪的是，
她们之间的话题并不怎么涉及过年。

不同的年味儿都珍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年味儿也

一样，每一代人对年味儿都有着各自的
理解。 同样，不同的地域，城市与乡村，
对年味儿也有着不一样的诠释。

王师傅是河南周口人， 从 2010 年
来到广州开出租车，到今年整整 10 年，
“孩子小的时候，就在广州过年；现在一
般都是回老家过年。 ”

在广州和周口过年必然是不一样

的感觉，“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广州不能
放炮。 ”王师傅说。

王师傅还是喜欢回老家过年。 他觉
得 ，在老家 ，每一户门前挂灯笼 、贴春
联， 走在路上就像是从灯笼长廊里走
过。 “小地方大家都认识，从大年初一开
始，经常在路上就寒暄拜年，特别有喜
气。 ”王师傅说。

在广州过年也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王师傅喜欢和家人去逛花市。 迎春花市
是广州市的春节传统民俗，有着悠久的
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明代。 时间是从
腊月二十八到除夕。

中国人的春节记忆里，压岁钱一定
不会缺席。 除夕零点一过，孩子们就会

给长辈磕头拜年，长辈们会把压岁钱装
进红包给孩子。 压岁钱在中国的民俗文
化中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安。 因为人
们认为小孩容易受鬼祟的侵害，所以用
压岁钱压祟驱邪。

2014 年春节， 微信红包横空出世，
引起了热潮。 抢红包逐渐成为中国人过
年的必备节目。 据微信官方统计，2019
年除夕到正月初五期间，共有 8.23 亿人
次收发红包。 支付宝在 2016 年春节推
出了“集五福”活动，全国人民都在扫敬
业福成为春节一道独特的景观。

过年要购买年货，传统的大商场、大
超市熙熙攘攘， 结账就要排大队。 而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电商。 从家电到衣
服，从生鲜到零食，电商包罗万象。 同时，
各大电商平台推出年货节，大力度补贴，
网购年货也成了新年味儿的一种。

年味儿的变与不变
在采访中，大家都表示，年味儿逐

渐在变淡。 那年味儿真的是变淡了吗？
这需要辩证地看。

在经济条件较差的时候，过年是大
家对好生活的一种期盼。 因为能够穿新
衣、吃美食，小孩子还有一笔可以支配
的压岁钱。 随着经济条件变好，这些原
本属于过年的期盼， 在平时也触手可
及。 从物质角度来看，年味儿是在变淡。

以往一说过年，热闹、喜庆就在脑

海中蹦出。 时代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安静，希望只是能够和家人度过春
节假期，可以好好休息。 所以，旅游过年
成了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 趁着景区人
少，和家人在旅行中一起过年，既有团
圆的意义，也放松了自己的身心。

但是，年味儿中精神和文化上的意
义一直没有变淡。 年夜饭，虽然吃的平
常都有，但依然是一家人全年最重要的
一顿饭，要认真准备。 楼房林立，每家每
户还是要挂灯笼和彩灯，只不过从过去
的门口换到了阳台。 该拜的年依然要
拜，想要串的亲戚还会去串……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春节就是要
团圆的。 在外辛苦奔波，家就是避风的港
湾，过年和父母家人一起，无论多累，都
是幸福的。 年味儿就是要家人团圆。

王师傅这些年来一直想要回河南

周口过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和好
朋友相聚。 “在广州过年的那几年，周围
没有朋友，所以没啥事儿就出去开出租
了。 ”但回老家过年，情形大不一样。 王
师傅从大年初三开始就不断有饭局，下
午的闲暇时间也会和朋友喝个茶、打打
牌或者唱唱歌，一直到元宵节回广州。

“总不在老家， 偶尔回去也没时间，就
指着过年几天聚聚。”王师傅的话道出了许
多人的心声。尤其是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
平时忙于奋斗，疏于与朋友走动，过年的假
期正好弥补了这个遗憾。 （据新华网）

时代在变，春节的内涵和意义变了吗？

年味儿，其实一直都在
年味儿是啥？1000 个人会有 1000 种说法。老人会说，贴春联、年夜

饭；中年人会说，大扫除、买年货；小孩会说，压岁钱、没作业……
年味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种感觉。 因

为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过年，意味着辞旧迎新，新的
一年要重新出发；意味着家人团圆，在外的游子无论怎样，总要回家；
意味着成长一岁，要变得更加成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但也有人说，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 城市林立的高楼间，找不
到小时候那种大家见面相互拜年的场景；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让大家
对过年的期望值逐渐减少。

那年味儿真的变淡了吗？ 其实不然，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年味儿
有了新的内涵。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