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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随想
文/徐琳

“狗年”春节如约而至。回乡的、釆购年货的、走亲访友的，无论是城市，还

是农村的人都忙碌了起来。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

千百年来，人们庆祝年俗的活动变得异常丰富多彩，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
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

搞卫生，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十天左

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豆果

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

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
小时候过年，最幸福的就是盼年，那种虔诚的心情、那种迫切的滋味，如今

每每想起仍然激情满怀。穿新衣、放鞭炮、贴春联、吃饺子、给老人磕头拜年，要
压岁钱，逛庙会等等，除夕夜，追逐着鞭炮燃放时的硝烟味和响声，点燃一个个

烟花，让它们冲上云霄。烟火色彩是美丽的，好像来年的日子美的让人目不瑕

接!端着盛满饺子的大碗和一群小伙伴，村东跑村西，那种质朴、那种热闹、那

种童趣，已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长大后，这些已经印记在脑海中儿时的梦，自

觉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独有的挥之不去的影像，深深地扎根在心里。

家，亲情，融融的爱意，构成了年味的源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扎根心
中、生生不息。午后起床，仰望窗外，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正在徐徐开放。恍然

间，腊八已过，匆匆忙忙似乎己记不起腊八粥、腊八蒜的味道，小年刚过，吃过

的饺子也许还没完全消化掉，但似乎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回家途中，看

到街道两旁路灯杆上挂着的一排排的红灯笼和有关年味的广告、标语，才深
深地感受到年真的越来越近了。春节将至，这意味着春天就要来了，万象复苏

草木更新，这给生活在漫漫寒冬中、盼望着春暖花开的人们，带来了不尽的喜

悦和希望！
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春节太多的内涵。古往今来，在春节这样一

个特殊的时空环境里，给了许多文人墨客想象发挥的空间，留下了许许多多美

文佳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遥闻爆竹知更岁，偶见梅花觉已春”；“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亦随人投

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事过境迁，时隔多年，如今读起仍脍炙人口。
除夕是一年的结束，春节是新年的开始。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时光的流逝

却始终不变，新年伊始，时光向好。 渊作者系西语学院 16 法语 2 班学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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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哪去了？
文/周诗祺

年，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体验，但总的来说，年在人们

心中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不论身在何处，都会因春节
而归家，与家人开心，快乐的团聚。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们对年味的感觉、看法、强弱也悄然发生变
化。

回想小时候的年。餐桌上没有几个菜，在年夜饭上有肉就可以让人快乐

很久了。玩的是廉价的烟火爆竹，爸妈给了点零花钱，便去商店里买了些“冲

天炮”“黄烟炮”，与朋友们一起来点燃一个个的烟花，见冲天炮“咻”的一声飞

向天，像火箭一样拉出一道烟，最后一声巨响在空中炸了。
或许，这样的玩具让人觉得危险，但它却是小时候年中不可抹去的

快乐。那时的爆竹一元一包，共有 30 来颗，只要父母给我一块钱，我便能

换来一个下午的快乐。

除夕夜里，满眼可见火红的灯笼和天空中五彩缤纷的礼花，很是喜

庆。戊戌狗年在电视里播放的热闹春晚中、在窗外连续不断的炮仗声中
如期而至。生活越来越好了，年货越买越多了，但不少人发现年味淡了，

很难找到过去那种过年的感觉。而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说，抢红包、发微信

中，春节假期就过去了。年味真的淡了吗？
我在心里想：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首先，时代在改变，同时人们的价值观也在改变。如今尽管多了各式
各样的选择，少了这样那样的忙碌，但也丢掉了原汁原味的年味儿。很多

人喜欢走出家门，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中吃上一顿年夜饭，在吵闹的 KTV
中唱通宵以示对节日的庆祝。在各种新奇的想法中，年似乎不再是我们举
杯欢庆的中国节，反倒是张显时尚的好日子。如此过年，年的味道还怎能韵

味十足。“年味”，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应该是文化的丰盛。
其次，现今的生活缺乏仪式感。我们对许多习俗和仪式早已司空见

惯。我们变得不再重视它们，也懒得庆祝，就这样，渐渐地很多东西被我
们忽略，我们心中原本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这就好像小时候对
过年新衣服的那份“执着”：全身上下必须要是新的，且一定要等到新年
第一天再穿，这样心里感觉特别好！而现在都无所谓新衣不新衣了，想穿
便穿，那份“执着”不再，心中的感觉便也不在了。仪式感是人们表达内心

情感的一种直接方式，生活需要仪式感，春节更需要仪式感让我们找回

年味。

最后，网络的发展对传统节日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春晚，被人们吐

槽。因为手机，因为网络，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变淡了，一台春晚
也不能好好看完。年过完了，却又感叹年味都没感受到就消失了。

年味其实并没有变淡，更没有消失，只是我们没好好去体会。不去感

受生活。那么今年，我们就放下手机，与朋友，家人，好好看完春晚，慢慢

吃年夜饭，多去帮帮父母，不过多地沉溺在手机与网络中。那么你会发

现，年味，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渊作者系英文学院 17英文 5 班班学生冤

食中年味
文/黄倩雨

春节，是一年到头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而这个节日里不可
或缺的主角，就是吃的。当在外的游子千里迢迢回到家中，亲人们围坐在一

起，桌上可不能没有美食来陪伴这个重要的节日：广州有腊味，东北下饺

子，海南偏爱菜包饭……幅员辽阔的中国，每一片土地上都有一种特别的
春节美食，而我的家乡福建特有的就是———米果。

年三十的晚上，门外鞭炮交响，门内也是一副热闹景象。主妇们在厨房

里忙得热火朝天，切菜、热锅、油炸，金黄酥脆的春卷、香气扑鼻的酿茄子，
我熟悉的美食一道道摆上了桌，蒸鱼、焖虾、炖鸡……几十道凉菜、热菜快

填满桌子，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闻着热气腾腾的香气，我咽了咽口水，等

待着除夕宴中的主角上桌。

这项主角的制作就不得不求助于家里有力气的人了，男人们把几个石

槽搬到屋外，找出有一米长的木锤，再请出主角：一盆事先蒸好的米。比起

厨房里精细的烹饪，主妇对于刀工的讲究，油量的挑剔，一勺盐或酱油的计
算，男人们在屋外的烹饪就是靠力气决定美味与否。米倒入石槽，撸起袖

子，举起木锤，一次次捶打，直到米变粘，打成一团米，不知道过了多久，等

我们因为春晚中的小品笑过几轮后，米团放在一个大盘子中被摆上了桌。

有的地方把这种捶打出来的米团叫做糍粑，但是在我们这里“糍粑”只是半
成品，要完成这项美食需要每个人动手。

我把手沾点水，揪下一小块米团，用手压扁，用勺子舀入馅料，而贤惠

的主妇们早已备好馅料，炒笋干、炒粉丝、芋泥，盛在盘中让人各取所需。喜

欢的炒笋干的人就舀满满一勺笋干塞入米团，各有偏爱的人就拿一点笋
干，一点粉丝，最后抹一点芋泥。选择好馅料后，把米团合上，有的人像包成

包子一样，也有人像捏水饺一样，捏成一个大号的饺子。形状、馅料、大小全

凭个人喜好，饭量大的就揪多一点米团。小朋友手小，只能做个小的，太小
的米果就吃不饱，这个时候就需要大人的帮忙了。我理所当然地帮我的小

侄女包起了米果，她指着芋泥说：“姨姨，我要这个。”我把一个大块的米团
压扁，舀入满满的芋泥，看着她啃着这个特大号米果去走街串巷要压岁钱。

十年前，我也对着自己的姨姨，等待她给我包一个米果，现在我长大了，也

到了给小一辈包米果的时候。

“米果”陪伴我走过二十年的春节，家里没人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

的，这种美食是谁先发明的，只要味道好就可以了。手中做着米果，家人们

围坐餐桌前，聊着一年中的家长里短，年就这么过去了，这是我们最喜欢，

最习惯的过年方式。 渊作者系中文学院 16汉师班学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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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是奋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