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在他的作
品《江城》中这样写道，“过春节的时
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
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
看个没完。先前一年的教学中，我给
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寒假作业，写一写
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第二年的
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
节日的历史远超圣诞节，但它的庆祝
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
台表演”。

这本书是 2012 年出版的，我想如
果作者了解了 2015 年的羊年春节，可

能就要加入一些新元素了，比如抢红
包等。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为盛大的传统
节日，已经持续了4000余年。放鞭炮、
舞龙舞狮、包饺子、贴春联、拜大年，这
些传统习俗至今依旧在传承。与此同
时，在信息时代的急速发展下，电影、
电视、短信、微信等新的方式也在不断
创造着“新年俗”。

“新年俗”因为便捷、时尚、新颖等
特点而发展迅速，尤其在年轻人中间
快速传播，并得到很多人的认可，2015
羊年春晚也选择在传统歌舞表演的同

时与观众进行手机微信抢红包的互
动。“新年俗”带来了别样年味，但“新
年俗”也饱受诟病，相当一部分人认
为，这种庆祝方式缺乏面对面地沟通
交流，不够真诚；内容千篇一律，文化
内涵不高。

于我而言，我并不介意看着春晚
发微信，也不介意放着鞭炮，抽空抢红
包。当然，如果你实在不喜欢“新年
俗”，购年货、回家团圆、放鞭炮、看春
晚、吃年夜饭……相信这么多庆祝新
年的方式也足够让你找到年味！

（墨墨）

“新年俗”带来别样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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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新年，共同的节日，不同的故事。今年春节您是怎么过的，与以往相比您的春节过
得怎样，有哪些值得回忆的幸福与甜蜜……

话题背景

羊年春节的“关键词”，非“抢红
包”莫属。从年前开始，不少年轻人就
通过发微信红包或支付宝红包的方式
给亲友拜年，虽然大部分电子红包金
额不多，但这种时髦的拜年方式让亲
友间有了互动，增进了感情。

不过，从消遣的“伴奏”，演变为春
节假期的“主题歌”，有关“抢红包”的
争议声也越来越大。有专家指出，无
论多么抢眼的“红包”，也难以换来亲
人温馨的笑脸，这样的春节过法，未免
得不偿失。

下期话题：疯狂的“红包”。欢迎
参与讨论。

书面来稿请寄本报专副刊部。
电子信箱：baixinghuati@qq.com，请在
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字样，也可登
录《鹰城网事》论坛“百姓话题”板块
或 加 入“ 读 者 之 声 ”QQ 群

（322625303）讨论，截稿日期 3 月 12
日。 （侯英帅）

疯狂的“红包”

上图：春节期间，湛河区群众演员在表
演扇子舞。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左图：2月22日（大年初四），市园艺科
研所技术人员仍在工作。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开车回家过新年

丁素娟 （宝丰县国土资源局）
大年初二老公开车去我家过年，没

想到却遭遇了堵车。如今，农村的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了，有车的人也多了，堵
车不再是城市里的独有现象。平时安
静的村庄在过年期间车水马龙，一路上
车子堵得一塌糊涂，我们经过几次堵
车，终于在中午 12 点 20 分踏上了老家
的土地。

到了村东头，远远地看到父亲站在
大门口迎着我们。女儿看到了外公就慌
着从车上下来，大声喊着外公新年好，小
跑着奔了过去。年迈的父亲，此时好像
一下子年轻了很多，朝着外孙女喊着：

“乖孩子慢点，慢点，千万别摔着了。”父
亲的精神特别好，看腿脚根本不像是快
八十岁的人。“回家过年了，这次一定要
在家多住几天。”父亲抱着外孙女高兴地
说。

前几年，每逢春节走亲访友，村里大
多数人都骑自行车，像我这样家住得远
一点的，回家过年去车站排队买票等车，
就要花上一上午时间。今年，老百姓出
门拜年骑自行车的相当稀少，不仅摩托
车、电动车成为代步工具，越来越多的私
家车也奔驰在乡间公路上。党的好政
策，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的农
村是一年更比一年好！

一段春节生活原记录

田晓泉 （卫东区雷锋小学）
初六傍晚时分，我从外面转悠回

来，喝了一杯白开水，拿出转悠时买的
节能灯，到阳台把我家最后一只白炽灯
换下。回到客厅，看了一眼茶几上的苹
果、瓜子、糖、美酒等，等待妻子下的饺
子。趁这工夫，我帮她绣了一会儿沙发
上的十字绣。吃过饺子，我又啃起了

《国富论》，读了没几页，眼光就被电视
节目的火爆的场面吸了过去……

虽然这段春节生活看起来平凡普
通，但在我心中却充满了幸福。

在儿女家过大年

庞振江 （平煤神马集团二矿）
春节是国人心目中积淀最深厚的传

统节日，是任何节日都无法替代的。
往年过年，办年货，特别是除夕到大

年初六，孩子们都回来团圆，吃吃喝喝，
走了，我和老伴得收拾一遍，累得腰酸腿
疼。今年因为老伴住院，到春节前才出
院回家，所以今年啥年货都未办。孩子
们让我和他妈到他们家去过年，吃现成
饭，还开玩笑地说：“去时啥也不用带，记
住给您孙儿带压岁钱就行了。”迫于“形
势”，我只好应允，从除夕到大年初六，都
在儿女家吃饭过年。今年在儿女家过
年，当了甩手掌柜，年过得轻松、愉悦、开
心、快乐、清闲！

严肃家风，传递文化

杨心武 （新华区委组织部）
今年春节，说起我们家最大的变化，

是严肃了家风，强调了家训，同时对传统
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来自豫北的一个小农村，以往大

家都住得很近，大年初一晚辈们都会早
起祭拜祖先，并向家里的长辈拜年。而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很多人逐渐搬
到城里，居住也更加分散，这种传统逐渐
丧失了。

大年初一，我们全家都聚集到伯母

家里，首先给去世的爷爷奶奶鞠躬，然
后给家里长辈拜年，聆听家训，严肃家
风：杨家人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继续保持团结一心的干劲儿，要对
身边的亲戚、朋友多给予，要懂礼节守
礼节。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
人走向远方”。每到过年，远方的游子会
回到故乡，这正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好机
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传统文化
要通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训来得到
传承，否则，我们的乡村会逐渐成为“失

根”的存在。

书籍从不离左右

张海涛 （宝丰县国土资源局）
不知什么原因，从小我就爱读书，无

论是油墨飘香的语文课本，还是思维严
密的数学，即使在外面捡回一本破旧的
武侠小说我也是爱不释手读完。对书
本，我有别样的感情。人生风雨变幻
莫测近四十载，书籍从不离左右，对书
籍的眷恋相信一辈子也不会更改。网
络时代，犹如理想插上了翅膀，让梦想照
亮现实。

2015年春节假期，在书房里，我基本
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职称教
材书，先从报名临近考试的看起，边看书
边做笔记，慢慢地觉得思想上有了把
握。我相信再努力一阵，我就会踌躇满
志踏入考场，拿下心仪的一张张资格证
书。

和家人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张明琪 （叶县县委办公室）
长年在外上学和工作，老家的许多

亲戚朋友都很陌生了，即便从小一起长
大的表兄妹，如今相见也缺少共同话题，
走亲访友让人精神疲惫，平时工作又忙，
与家人接触的时间相对较少。今年春
节，我们一家人绝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
利用过年这段休息时间，在家里精心做
了些平时想吃没时间做的美食，品读了
一些早就买来一直没时间看的书。经常
利用下午时间，一家人坐在洒满阳光的
书房，泡一壶茶，聊聊各自的工作和学
习，增进亲情又健康环保，沉浸在小天地
里，其乐融融。

春节长假，放慢了生活节奏，享受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心很静，收获很
多，这也让全家人耳目一新，摆脱了传
统过年的繁文缛节，真正享受了春节的
轻松和乐趣，品味了家庭的幸福与甜
蜜。

带着孩子办年货

邱利刚 （湛河区马庄街道办事处）
女儿嚷嚷着要和我们一起逛超市备

年货，然而超市里面全是成品，我和爱人
私下给她列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年货采购
单。

我们带着她去榨油，在压榨小磨油
和榨菜籽油之间她来回穿梭，唯恐榨油
的过程没有全看到。当她看到压榨小
磨油和菜籽油不一样时，不停地问这问
那。到家，她还把榨油的过程写成日记
让我们看。上早市买调料，她看到一个
小竖牌上面写着：十八香。她高兴地
问：“妈妈，这里的调料比十三香还多五
香，肯定更香。”爱人告诉她：“这里的配
料样数多，混在一起打碎，就是我们平时
见到的十三香，只不过是配料配法不
同。”

我们骑车一个多小时来到香菇园，
老板不让自己摘，只好进去看看，女儿
说：“你们瞧，一个个从袋子里面钻出来
的香菇就像一个个树杈撑了把伞。”女儿
不经意的一句话乐得我们合不拢嘴。走
进草莓园，她精挑细选，专挑那些长得像
圆锥似的大个红草莓，不让我摘那些变
形的，爱人全程给她拍照、录像，这里俨

然成了她的乐园……
几天下来，我们全家收获满满的，那

种越来越难寻的年味让女儿带进了我们
的心里。

过一个祥和快乐的新年

崔振祥 （卫东国土分局）
春节，就应该在祥和、快乐中度过。
陪伴母亲之乐。春节临近，母亲却

因病住院。母亲岁数大了，能陪伴她的
时光越来越宝贵，春节期间，我们除了与
主治大夫沟通、配合，力争使母亲早日康
复，还经常陪母亲聊聊往事和家长里短，
让幸福的时光更久一些，幸福的记忆更
多一些。

荣升大厨之乐。今年哥哥值班未能
及时赶回，我有幸由打杂荣升大厨，采
购、选菜、热凉荤素搭配、主食面点、汤品
亲力亲为，虽没有哥哥那般专业，但能应
付下来已感自豪，观母亲之欣慰慈祥、妻
之满意甜蜜、女儿之幸福快乐，觉家庭地
位之提升，窃喜之。

亲人团聚之乐。与妻女、姐姐、哥哥
一家一起吃饭、聊天，在河堤、花园、体
育村走走，打打扑克，打打羽毛球，给孩
子们发点压岁钱，给予就业、求学的指
导与祝福，让孩子们开心玩耍，使亲情
更浓。

同学欢聚之乐。与同学聚会，共叙
友情，聊聊彼此的工作、生活，回忆一下
校园趣事，同学的成功让人欢欣，更提升
奋进的热情；大城市打拼的无奈与不便，
让我们更爱我们的城市，更爱我们的生
活。

读书品茶之乐。在断续的爆竹声
中，搬一把小凳，沏一杯热茶，临窗而读，
思接古今，神飞天外，似与一群智者、好
友交流，会意处或点头微笑、或击节叫
好，别有一番快乐与收获。

别 样 年 味 浓 浓 亲 情 （下）

■ 下期话题预告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节假日问
题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焦点之一。全国
政协委员、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张礼慧建议，元宵节和重阳节应列为国
家法定假日，“这样能更好弘扬中华民族
的民俗文化”。对此，网友表达了一边倒
的支持。（3月4日《合肥晚报》）

元宵节、重阳节放假看起来很美，但
并不现实。元宵节距离春节也就半个
月，重阳节则与国庆节紧挨着，人们还没
完全消除黄金周的“节后综合征”，又要
迎来三天“小长假”，不利于工作生活节
奏的调节。同时，两个法定节假日相邻
过近，调休很容易折腾人，对社会生产生
活都会造成影响。

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仅数得上来的就有春节、元宵节、重阳

节、除夕等“十大传统节日”。自2008年
起，国家法定节假日中，新加了清明、端
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这不仅是因为
这三个节日比较重要，同时也是出于科
学安排作息的统筹考虑。三个节假日分
布相对均匀，对原有节假日制度形成有
益补充，有助于人们合理调节工作和休
息，劳逸结合，一张一弛。

诚然，在带薪休假没有普遍落实的
情况下，适当增加法定假日，有助于提升
民生幸福感，满足民众对长假的迫切需
求。不过，放假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没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是为了纪念传
统节日，弘扬传统文化，将重阳节、元宵
节设为国家法定假日，恐怕只能是一厢
情愿。别的先不说，端午节放假已经有

7年时间，但每年这一天，又有多少人会
在家里包好粽子，在窗框别上艾叶，扶老
携幼去江边看龙舟？又有多少父母会在
孩子脑门上抹雄黄酒，教孩子吟诵《离
骚》？当中秋节只剩下月饼，元宵节只剩
下汤圆，放假或不放假都无关传统文化，
人们不过是又多了一个“购物节”“吃喝
节”“旅游节”罢了。

延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与我
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
积淀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我们有义
务将这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传承下
去，发扬光大。应该看到，随着社会时代
的发展转型，以及西方洋节日的冲击，中
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年味越来越淡，元
宵节抵不过情人节等等，已然是不容回

避的尴尬。但如果我们拯救传统节日的
“药方”仅仅就是放假，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悲哀。难道“十大传统节日”都放假，
传统文化就弘扬光大了吗？

正如有专家指出，“放假只是形式，节
日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不忘却的纪念。实
现节日的初衷，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
文化仪式活动进行渲染，从而起到产生共
鸣的效果，要防止其演变成人们仅仅停留
在旅游、购物和娱乐的一个节假日”。眼
下我们所要做的，不是给元宵节、重阳节
等争一个法定节假日的名分，而是激活传
统节日内涵，倡导文明健康的民俗，为人
们创造良好的节日文化氛围。元宵节多
组织一些赏花灯、舞龙、舞狮子的民俗表
演，重阳节多组织老年人登山秋游，开阔
视野，交流感情，比放一天假更有意义。

张枫逸

纪念传统节日不能只剩放假

记者日前获悉，民革将提交提案“有
10周岁以下子女的当事人，不适用协议
离婚；有 10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协
议离婚前须让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意愿。”
提案建议修改完善婚姻登记程序，审慎
办理离婚登记，设置离婚熟虑期。(3月2
日中国广播网)

“宁毁十座庙，不拆一家亲”。中国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社会舆论都是息事
宁人、劝和不劝散，成人之美，不主张拆
散家庭。在世俗的眼光里，结婚是好事，
离婚不光彩。不少人都担心离婚手续太
简单，让年轻人拿婚姻当儿戏，冲动离
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对孩子的教育抚
养造成不利影响。民革将提交提案“有
10周岁以下子女的当事人，不适用协议
离婚”，建议修订婚姻法，审慎办理离婚
登记，设置离婚熟虑期，其善意并不难理

解。
但是，我并不认同该提案中的观

点。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结婚、还是离
婚，只要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达，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办理离婚
登记时，工作人员提醒男女双方保持冷
静心态，深思熟虑，那是人之常情。但
是婚姻登记机构不宜担任道德判官，在
履行公共服务时厚此薄彼，取消有 10

岁以下孩子者协议离婚的权利。虽说
这些人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离婚，但
是，“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人的传统，
又有多少人愿意通过对簿公堂这种方
式，把自己的家事传得满城风雨？《婚姻
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简化登记手
续，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婚姻自由。同
样，简化离婚手续，也具有尊重公民婚
姻自由的进步意义。提案建议增加离

婚的难度，不是有悖当事人的婚姻自主
权利吗？

事实上，除了少数头脑发热、离婚
又后悔的离婚者以外，对多数离婚者而
言，离婚不仅不是破坏家庭的坏事，更
是一种解脱与新的开始。离开一个不
爱自己或自己不爱的人，去追求自己
所爱的和爱自己的人，寻找一双合脚
的鞋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孩

子的成长也没有坏处。平时大家工作
都比较忙，当事双方一道商量好办理
离婚手续，好聚好散，把孩子的抚养
教育问题安排妥当，没有什么不可以
的。有的离婚纠纷一拖多年，有的当
事人甚至忍受着家庭暴力，好不容易
等到对方同意离婚。如果节外生枝逼
人上法庭，人为增加离婚难度，让他们
继续忍受痛苦的煎熬，这不是在一些围

城不幸者的伤口上撒盐，让他们更加不
幸吗？再说，父母天天吵架，根本过不
到一块去，这样的凑合婚姻能给孩子带
来幸福吗？

结婚、离婚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也
是一种隐私权利，不需要他人偷窥。出
于面子观念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少离
婚当事人根本不希望把离婚的事情告诉
单位、居委会、村委会。更不愿意因此闹
得满城风雨，让周围的同事、朋友，街坊、
邻居指指点点，干扰正常的生活状态。
在我看来，提案建议增加离婚难度颇有
点“第三者插足”的意味。婚姻登记机构
为围城中的不幸者打开方便之门，不为
难、不添乱，实际上是另一种“成人之美”
与和谐稳定。提案为何不能对围城中的
不幸者网开一面，祝福他们离婚后去迎
接新的人生呢？

叶祝颐

尊重离婚自由也是成人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