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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过年忆过年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春节，是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
统节日。一家老小团聚在一起其乐融
融，一直是传统的过年方式；不过，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旅行过年感受别样
的年味，约上亲朋好友购物、K歌……
开开心心地度过春节。

全家团聚 享天伦之乐
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今年

35岁的朱女士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
个姐姐和弟弟。朱女士和母亲一起在
漯河生活，姐姐和弟弟分别在上海和
深圳安家。平日里，尽管一家人经常
打电话、发视频联系，但总感觉缺少了
见面时的亲切感。“父亲去世后，我们
姐弟几个人还没有聚齐过。今年还没
到春节，母亲就开始盼着一家人能团
圆。”朱女士说，母亲期盼团圆的眼神，
令她心疼不已。“我跟姐姐和弟弟商量
后，他们都决定带着全家人一起来漯
河过年。”朱女士兴奋地说，“我也很期
待，六年了，一家人总算是聚齐了。”

旅游过年 别样年味
与传统的过年方式相比，

“旅游过年”逐渐成
为 一 种 新 型

过年方式。
“春节，我们三口打算到厦门过

年。”在市区一家企业上班的吕女士
说，每天在高楼大厦里工作，她感觉整
个人都变得麻木了。尽管市区也有让
人放松的地方，但她还是想去感受一
下青山绿水、阳光沙滩的别样风景。
吕女士告诉记者，旅游过年，也是完成
女儿的一个心愿。“去年一个朋友去三
亚过春节了，回来后讲述旅游过年时
遇到的种种趣事，女儿羡慕得不得了，
说也想旅游过年。”吕女士说，她已经
规划好春节出游行程，将在厦门吃年

夜饭，然后去南靖看看客家土
楼。

记者从市区海河路一家旅
行社了解到，目前已

经 有 很 多

像吕女士这样的报名者了，“许多人提
前做好计划，只等春节放假出行了。”
一位工作人员说。

全家齐上阵 年味更浓
在传统佳节，和家人、朋友聚在一

起吃团圆饭是节日必不可少的环节。
由于工作忙、时间紧，一些市民选择在
外吃年夜饭，不过，大多数市民仍然趋
向于自己动手、全家合力做年夜饭，今
年50岁的市民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市民付先
生已经开始囤货了：香菇干、木耳、花
生米等干货，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
白菜等易保存的蔬菜。“老母亲今年81
岁，今年在我们家过年，年三十下午，
我的两个哥哥都会带着儿子、孙子过
来。”付先生说，老

母亲年龄大了，喜欢热闹，孙辈们也都
很孝顺，都想哄老太太开心，到时候家
里有近40口人。

年夜饭如何做，付先生早早就计
划好了：年三十早上，他和爱人开始准
备食材。下午，两个嫂子也过来帮
忙。“我提前卤好猪蹄、鸡爪，爱人盘饺
子馅，嫂子做拿手的红烧肉、清蒸鱼。”
付先生说，一家人齐心合力，做出的年
夜饭美味可口，再看着全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得开心、满足，幸福感和成就感
瞬间“爆棚”。

购物K歌 过年新时尚
对年轻人来说，不知道从何时开

始，春节俨然成了购物、K 歌的代名
词。各个商场都是年轻人的身影，他
们忙着给父母、自己或者孩子置办新
衣新鞋，以及备点家里需要的年货，不
再是全部撮回家。

到了晚上，则约着朋友，或者自己
一家人，去K歌，在选择歌曲上，会给
老人选择戏曲，孩子选择儿歌，至于

“90后”，则是流行歌曲挨个来。“记得
去年大年初一晚上，姐姐一家和弟弟
一家都从外地回来了，我们就带上 68
岁的老妈去K歌，我们唱流行歌曲，给
老妈选了几个她喜欢的豫剧，她也能
跟着话筒唱起来，竟然上瘾了，唱到零
点还不舍得走。看到一家人和和美美
在一起唱歌、热闹，亲情得到了充分体
现，我感觉这种过年方式很不错。”家
住市区海河路的平平说。

全家团聚 旅游过年 购物K歌……

从团圆中感悟幸福

□本报记者 朱 红

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了，看着
街头忙忙碌碌的人们、年货市场越
来越火爆，记者已经感到：春节马上
就到了。虽然春节在所有人心中仍
然非常重要，但不少市民说起过年
依然感慨年味儿越来越淡了，没有
记忆中的年热闹。近日，记者采访
了一些不同年龄的市民，回味记忆

中的年味儿。

穿新衣戴新帽吃饺子
“那个时候进入腊月，家家户户

都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了，今天储存
点儿白菜，明天买些萝卜，为的是到
春节剁饺子馅。”今年70岁的王花大
妈告诉记者，在吃的方面，也就是饺
子了，能吃饱就很不错。虽然那个年
代家家都不富裕，但年味儿特别浓。

王花说，那时候孩子多，孩子们
都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意味着有糖果
吃，有新衣服、新帽子、新鞋子穿戴。
每到除夕，父母就会将准备好的新衣
服、新鞋子分别放在孩子们的床头，
让他们在大年初一早晨换上。“那时
候衣服和鞋子都是手工做的，需要纳
鞋底，孩子多的家庭，提前两三个月
就着手准备了。”王花说。

蒸馍炸麻叶煮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购买鸡

蛋、食用油、粮食，甚至白糖等都得
有票才能买到，国家按照一家几口
人发各种票，我们计划买回来各种
物品，计划着吃。”家住市区建设路
的林师傅告诉记者。

今年 58岁的林师傅说，那个年
代每逢春节，只要计划着用，每个家
庭基本上都够用，生活条件已经很

不错了。但在过年前，怕备不足年
货，父母就会早早用各种票抢购回
来粮、油、鸡蛋和肉等。

采访中，家住市区建设路的李
国强告诉记者，他小时候一进入腊
月，大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特别是
春节前的一周，用两三天的时间，发
面、蒸馍，有枣花馍、包子、白面膜、
油卷等。从大年二十九下午开始，
炸麻叶、炸鱼、煮肉等，一直忙到晚
上。“这些吃的可以一直吃到正月十
五，这样的场景很让人怀念。”李国
强回忆说。

串门拜年 精美点心待客
改革开放后，过年吃肉已经不

算稀罕了，不管量多少，几乎家家都
能吃上鸡、鱼了。

李峰今年42岁，他回忆说，春节
期间很兴到邻居、亲戚家拜年。不
管到谁家拜年，桌子上的果盘里都
摆放有花生、瓜子、点心和糖果，一
些家境好的还会有苹果、橘子、香蕉
等水果，甚至还有柿饼、核桃等。主
人会热情地大把抓着糖果等往你口
袋里塞。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连黑白电
视机也没有。”李峰说。后来家里条
件慢慢好起来，添置了黑白电视
机。除夕，和家人守着电视机，爸爸

整几个菜，边吃边看
春晚，一直到零点，守
岁熬福。

“春节开始就走
亲戚，一天走一家，亲
戚多的能一直走到正月十五，甚至到
正月十九。每天掂上提前准备好的
成盒的果子，去舅、姨、叔等长辈家
里，中午混顿饭不说，还能挣到不少
压岁钱，所以我们都喜欢走亲戚。而
现在，都是到街头买点成箱的饮料、
水果、火腿肠等，到亲戚家里也是坐
着说会儿话就走了，午饭基本上不再
吃了。感觉那时候的春节才是春节，
现在的年味儿不足了，可能是过年的
内容增多了，年轻人玩的方式也更多
了的缘故吧！”李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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