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2016年2月24日 星期三2 ■ 本版编辑/一品弘 ■ 美编/潘洁

美意延年辞旧岁，金猴欢悦迎新春。猴年春节，眨
眼间就过去了。

今年春节，大家特看重“年味儿”。不过在弄明白
“年味儿”之前，我们先看这样几个问题：三十晚上的年
夜饭有多少家庭在饭店吃的？哪些人陪同父母看春晚、
包饺子、聊天、守岁了？有多少人去戒台寺、潭柘寺参与
撞钟祈福迎新年仪式？新年假期有多少人去逛天坛、龙
潭、厂甸等庙会大集？大年初一初二谁去街坊四邻家拜
年祝福了？谁家过年准备的糖果还是花生瓜子、杂拌儿
糖？哪个做长辈的还给孩子一元五角压岁钱？

这些年，老百姓的兜鼓了，日子富了，不再吃糠咽
菜、补丁摞补丁。由此，年味儿也就跟着发生了变化。
年味儿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穿什
么、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怎么穿这些形式与内容上，关
键是理念变了，质量变了。很多人在思考过一个什么样
的年，是过一个民俗的、家乡的、老北京的年，还是过一
个时尚的、富庶的、大城市的年。因此，“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那种年，女孩子穿花衣、
玩灯笼，男孩子滚雪人、放鞭炮，陪着老人聊天玩牌、包
饺子、炸年糕炸排叉那种年，显然越来越淡、越来越少。
尤其是人们走出了乡村四合院，走出了低矮昏暗的老旧
平房，住进了高层楼房，早年裹着乡土气息的年味儿，如
何离我们不越来越远呢？

昨天的年味儿去哪儿了？它在时代前行的脚步下，
在岁月的记忆中，而且，升华为韵味更浓、情感更深、品

质更高的年味儿。比如，近年从城市到乡村大小庙会集
市上的羊肉串、驴打滚、豆汁儿、冰糖葫芦等各种风味小
吃，泥塑、糖人、风车、灯笼等色彩缤纷的民间手工艺产
品，踩高跷、扭秧歌、太平鼓、戏曲杂技等民间艺术表演，
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年画、窗花，广播电视里播出的相
声小品、歌舞戏曲等一台台晚会节目，让我们尽情享受
着民俗的、家乡的、老北京的乃至东西南北各民族的年
味儿。

昨天的年味儿去哪儿了？它在每个人的乡愁情怀
里，在每个人的日子中。虽然大家都告别了早年乡村四
合院、平房小院那种松散宽绰、随意自在。但是，兄弟姐
妹、亲朋好友微信相约、电话聊天、视频见面、饭店聚会
的平台，不但越来越宽阔、越来越便利、越来越顺畅，而
且，更加与时俱进、绿色环保、文化时尚，更为现代化、信
息化、城镇化。

年味儿沉淀得愈久远，愈浓香醇厚。昨天的年味
儿，首先是淳朴浓郁的民俗、民情、民风，同时又是不同
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民生经济。就如
您回味的年味儿是那年在自家院子里用烧柴锅炖猪头，
他回味的是陪着老父老母就着饺子喝口二锅头，她回味
的是带着娃娃回娘家和老母亲说笑逗趣……这份情感
真挚、情真意切的年味儿，泽润着乡愁的画卷。

昨天的年味儿，其实就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年，二三
十年以后，那年味儿该是更加旖旎缤纷、清冽甘甜，令人
回味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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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
可让年味儿更浓

年味儿去哪儿了
■ 张栓柱

“与时俱进”的年味儿

下期话题：

家暴 权益

年是什么？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年，又称过

年，甲骨文的“年”字就是一人背负成
熟的禾的形象，寓意“年成”、“收成”，
因此，春节就是中国人的集体年度盛
典，一年当中，中国人获得感和满足感
最为强烈、充沛的时刻。

春节年年过，可人们的获得感和
满足感却日渐下行，抱怨年味儿越来
越淡，过年和平常过日子没啥区别
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切似乎变
得唾手可得，美食、新衣、烟花、爆竹等
在童年时光里梦寐、垂涎的新年符号，
对我们早已稀松平常，犹如失去了新
鲜的水分，干瘪而无趣。

因为日常生活里大多数日子都是
平淡无奇、匆匆忙忙，所以“年”承载的
中国人情感是呈现几何倍数放大的，
人们想要寄托，却无处安放，只能忍受
情感的落空，抱怨抱怨过年没啥意思。

年，因为社会变迁、风俗演变的原
因，的确今时不同旧日，但其实年味儿
更多的还是一种心理的感知，是一种
主观上的满足和获得，是在对团聚的
期盼等待、诸多年货的置办等情感集
聚过程中一点一点体味出来的。而身
处于“速”时代的人们，对年味儿感知
的匮乏，症结还是在于大家对春节翘
首以盼、郑重其事的仪式感少了。

仪式感意味着什么？《小王子》中
有这样一段对话。小王子问：“仪式是
什么？”狐狸回答：“它就是使某一天与
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

刻不同。”所以，仪式能丰富生活的色
彩，让我们体味别样的绚烂，仪式感能
唤醒我们对于内心的尊重，因而也能
去尊重生活。让我们用庄重、认真的
态度去对待看似无趣的事情，一本正
经地把事情做好，或许就能体悟到平
淡无奇背后不易被发掘的乐趣。

如果说年是一种殷殷亲情累积凝
注的仪式，那么年货就是这种殷情最
聚义的寄托，所以，我们不妨从置办年
货开始赋予仪式感、找寻年味儿。

无论是置办鸡鸭鱼肉、茶酒油酱、
南北炒货、糖饵果品等传统年货，还是
数码产品、鲜花、首饰、出游等时新年
货，带着绝不将就、优中选优的心态开
启寻觅之旅，让人在忙碌的喜悦中期
盼着年的到来，在琐碎却温暖的仪式
里，感受脉脉温情。

当然，作为青年一代，还可以亲自
动手，向长辈学习积酸菜、蒸豆包、酿
米酒、做年糕……在这些传统技艺里，
体味迎接团年、大肆张罗的心意，感受
一代一代传递、交融的精神支柱。

当然，除置办年货，还可以尝试剪
窗花、写春联，将家里布置得喜气洋
洋、红红火火；给父母、孩子还有自己
和爱人都置办一身新衣，精精神神、体
体面面过大年；放弃在外就餐的打算，
全家总动员，置办一桌丰盛、适口的团
年饭……

你看！年，其实就在那里，它有什
么味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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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年根近了，年味儿也越来越
浓。什么是年味儿呢？如果到街上问问正在
办年货的人们，能具体说出来的人恐怕并不
是太多，相反的你能听到，这些年的年味儿越
来越淡的说法。

记得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二十三糖
瓜粘；二十四写福字；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
炖牛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玩一宿，大年初一扭一
扭。从歌谣中不难看出，在过去，进入腊月二
十三，过年的诸事提到了生活日程上来，年前
的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它成为过年时人们的
行动指南，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民俗文化。随
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民俗渐
渐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而保留下来的仅仅
是扫一扫尘土，收拾一下家，在除夕贴上春
联，初一给长辈拜拜年，小孩子挣点儿压岁
钱，这个年就算过了。加上近些年网络、电
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年味儿自然也就
淡了许多。

年味儿的浓淡，与民俗文化的兴衰有着
直接的关系。小时候过年，我们要写春联，扎
灯笼，剪窗花，扭秧歌，看大戏，吃好的喝好
的，穿新衣服，给长辈拜年挣压岁钱，这些传
承了数千年的民俗，烘托出的是喜庆的节日
气氛，传递着民族特有的一种温情。那时因
为物质匮乏，过年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无非就
是这些。

那么，怎样能保存住年味儿，让这一传统
传承下去呢？许多地方的做法值得借鉴。笔
者在网上看到许多条新闻:河北省民俗文化
协会在肖家营花卉基地举办燕赵文化民俗大
庙会，让人们从中找回久违的年味儿；山西孝
义市历时23天的年俗文化节，以传统民俗文

化为主导，让年俗文化成为一种能看得见摸
得着的东西；河南安阳市为期12天的2016猴
年新春非遗、民俗文化展，让休假在家的人们
走出去相互交流，体验真正的年俗文化；在北
京过年，庙会是最富有特色的民俗活动,如地
坛春节庙会、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甚至还有
石景山游乐园洋庙会。这些活动的展开，让
现代人体验到了年味儿，对民俗的传统有了
进一步地认识了解，并得以继承。

其实，民俗并不只是这样，民俗是一种文
化，需要丰富更新。我们写春联常写辞旧迎
新，也包含扫除思想上陈旧落后的观念，腾出
空间，迎接新的理念，与时俱进，在保留已有
的民俗传统的同时，应该丰富其内容，更新其
形式。现在的看春晚，微信拜年，自驾游过
年，手机上的拜年红包，等等，这都是过年民
俗文化的更新与丰富，只不过是形式变了，但
传承的亲情温情并没有改变。

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满足，精神生活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各地的年俗活动也
越来越多。春节这个传统的节日正向假期转
变，长假期间一家人自驾游去赏民俗，去看大
戏，欢欢喜喜地游玩儿过大年渐成时尚。

眼下春节已经过去，但年味儿依旧不减，
这与各地举办的民俗庙会展览分不开的，它
必将留置在人们的记忆里，并形成深刻的印
象，让年味儿在民俗文化的发展中代代相传
下去。文化的多元并不影响年味儿的浓淡，
相反的是一种促进。新的时代新的民俗文化
还没有完全更新完善，年味儿的新概念新感
觉也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因此我们不但要
把传统的民俗文化发扬光大，还要丰富其内
容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只有这样，年味儿不
会变淡反而会越来越浓。 温国/文

年味儿淡了，这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春
节期间，在城里逛逛，去乡下走走，你都会生出
这样一种感觉：近些年来，年味儿真的是越来
越淡了!

其实，过年的欢悦并不在于过年本身，而
源于盼年的那一份渴求。过年能够满足人们
平素无法满足的某些愿望，所以年节总是美好
的。杨白劳的二尺红头绳、大春的两斤白面给
喜儿带来的欢乐，是今天很多人都无法享受甚
至终生也难以体验到的。早些年年味儿浓，是
因为大人小孩对春节都有一份浓烈的渴盼，一
盼天南海北的亲朋好友能在年节里相聚，大家
把酒叙旧话家常，好好地热闹几天；二盼用年
节期间的新衣靓衫和大鱼大肉来滋润一下一
年到头都清淡得能照出人影的日子；三盼让一
年四季奔波劳作的自己能在节日的闲散里得
到短暂的休养生息。孩子们所盼望的，则是那
几个少得可怜又弥足珍贵的压岁钱。这是过
惯了苦日子的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渴望，也是几
千年农业文化“一年看春首”的心理渊源。在
这种文化心态下，人们热衷于闹春和过年，即
便把一年的积蓄花于一旦，也要弄出一点春节
的气氛来，给新的一年带来风调雨顺、生活安
康的好兆头。

30余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不仅开阔了人们
的眼界，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也使人们平时的
生活与节日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小，“有钱天
天过年，相见无论天边”，富足的生活淡化了人

们对节日物质享受的渴望。同时，原有的某些
过年风俗，譬如腊月二十四灶王菩萨升天，家
家户户打扫“阳尘”，也因为如今家居装饰如宫
殿一般的豪华而无尘可扫了，就连最重要的过
年仪式吃团年饭也被贪图便宜的人们简化成
了到酒馆饭店里“嘬”一顿了事。忙年忙年，过
年就得忙。忙是一种心气，忙才有味，忙才有
趣。但如今这年月，你所需要的一切商家早就
为你备好了，无需你操心费神，你想忙也忙不
起来了。“忙年”变成了“闲年”，年味儿就淡化
了，以前那种过年的感觉怕是要成为一份永久
的追忆了。

不过，年味儿淡也有淡的理由。这种变化
折射出的是时代的进步和文明，比如如今人们
在节日里互致问候不用再拍电报、写书信了，
因为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化通讯工具越来
越普遍；现在节日里赶着买衣置帽、摆上大鱼
大肉几十个菜吃团年饭的少了，因为新衣靓衫
并非节日的盛装，大鱼大肉并非过年才吃得
上，连普通人家也懂得了不宜暴饮暴食的养生
之道，从而讲究起营养平衡来了；乡下人家不
再苦等戏班子上门，因为电视节目五花八门、
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年味儿淡了，日子却过得越来越滋润了。
在对年味儿淡化的惋惜和对好日子的渴盼之
间，我想谁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的。

海涛/文

年味儿是个什么味儿？它和香味儿、臭味儿、酸味
儿是一种吗？这些味儿都长什么样子？

其实，世间万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味儿，这个味儿
是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方式。味儿，它直观又抽象，它具
体又模糊。就像我们常说：“啊，好香啊，是百合的味
道。”“雨停了，泥土的味道真是沁人心脾啊。”虽然我们
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所谓的“味儿”，但却因为它成为某
一种具体事物的特点之后被人们一下子了然并迸发出
各种情绪和情感。正如，菜肴的香味儿能勾起人的食
欲；垃圾的腐臭味儿让人心生厌恶；空气清新的味道令
人心旷神怡，柠檬的酸味儿让唾液分泌旺盛……

年——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节日！它的味
儿，年的味儿自然是特别丰富的，可以是烟花炮竹的热
烈之味儿、可以是家里热闹的团圆之味儿，也可以是推
杯换盏，喜笑颜开的欢乐之味儿……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首《腊月歌》虽然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人们在准
备过年时的情景，但是不得不说它已经成为时代的记
忆。在我的记忆里，总听爸爸妈妈说他们小的时候，过
年才能凭票多买点食材，也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买上些
并不新鲜的瓜子、花生、酸三色……全家人为筹备年夜
饭就像歌谣里说的那样，提前半个月就要开始打扫房
屋，把肉提前炖出来放在院子里用大盆扣上，放院子里
我明白，就相当于冰箱呗，为啥还要用大盆扣上呢？妈

妈说，这样是为防止肉让猫、狗叼走。大年三十儿，他们
都穿上新衣服，围着圆桌一大家子人吃着年夜饭，当然
吃之前还得放几挂鞭炮，甭提多热闹了。

然而，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很少会有大块的
时间整体收拾房屋，请个小时工就好啦，也不会提前一
个礼拜就把肉炖出来，也不会有宰公鸡的情景，更多的
人会选择提前一年半载地就把除夕这顿年夜饭的饭店
定下来。虽然鸡鸭鱼肉样样不缺，物质生活优渥，但对
于春节的期盼却不似从前，人口少了、鞭炮不能随处放
了、春晚也越来越难以逗乐了、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春
节除了回家吃饭、放假旅游……年味儿淡了。

其实，与其说年味儿淡了，倒不如说是现在过年娱
乐的选择性多了。以前只有中央电视台除夕的一台晚
会，如今从小年开始，各大卫视就陆陆续续有春晚推出，
荧屏上各种喜气十足的节目可以满足各类人的喜好；以
前的年夜饭吃的是一年都吃不上的鸡鸭鱼肉，如今的年
夜饭也不过是平常的鸡鸭鱼肉，只是多了几个喜庆的名
字而已；以前的春节，人们热衷于串亲戚，如今的春节假
期人们早早定好了度假的酒店举家出游……

但是纵观人们在春节期间的日常行为，人们依旧对
春节有着独特的眷恋，春节是透过一张车票的团聚，春
节是一杯酒之中的温情，春节是热腾腾饺子里的期盼，
春节是中国人未曾改变的传统，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被
赋予了新的形式，但它的味道一直美好！

李琳/文

民风与民俗附有博大精深的非物质文化精髓，更是
农耕文明延续下来的精华。各地民俗之所以远远流传
并生生不息，重要原因是其传播方式大众化、娱悦化，传
播内容为精神生活所必需，大众所喜闻乐见。

我区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许多民间文化，许
多民间传统习俗，了解民俗、民风我们会发现蕴含其中
的民俗文化对社会生活有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传承的
民俗，对推动社会发展，净化社会风气有重要作用。民
俗民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妙峰山庙会，京西幡
会，京西太平鼓、古道文化、永定河文化等民间精粹传承
着不俗的文化内涵。

例如，每年正月十五和十六在千军台庄户两村举行
的京西幡会，就是汇集了古幡乐、地秧歌、舞狮子、擎古
幡等喜闻乐见的艺术与娱乐形式。通过与先人圣贤的

“神交”，表达老百姓祈求天地人之间和谐共处，保佑人
们五谷丰登、多子多福、避灾避难避险的心愿，这种几百
年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化，附着道家文化、佛文化和儒文
化以及“敕封”的古幡文化精髓，保留着古代音乐音响，
延续古代古人与今人所追求的美好梦想与期许，一年一
度的京西幡会保留着许多古代文明符号。老百姓崇尚
英雄，敬畏天地，通过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教化村民及
后人，保护环境，庇护子孙，希冀把古老民俗及其蕴含的
价值观传承下来。

民俗是一本厚厚史书，附着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
生存发展的历史信息及文化脉动。点旺火、唱大戏、赏
花灯、猜灯谜、赛龙舟、演太极，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传

递我们这个民族，对大自然的敬仰，对自身生存发展所
需凝聚力的渴望及对未来的祈祷。

深入老百姓之中，所闻所见的民俗、神话、传说、谚
语、歌谣等口头传统以及民间工艺、美术音乐、戏曲舞蹈
等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共同构成传统文化
基石。孕育民间的民俗是一座巨大宝藏，无论建筑群
落、桥梁、庙宇、祠堂，还是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商贸集
会、节庆祭祀、信仰崇拜都传递着一种文化的力量，有着
不俗的文化张力及历史性的影响力。如今居住环境改
变了，生活方式变化了，虽然吸收了许多现代文明的因
素，然而，大众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化，说
明嵌入民族骨髓中的文化基因既是草根文化传承的生
命力又是蕴含国粹精华的文化载体。

民俗民风不可小觑，日复一年又一年民族节日的乡
土习俗，正是民俗文化集中展示的“大节日”。 节日未
到，老百姓就已攒足劲以展示一把；节日一到，老百姓以
各种形式“狂欢”与祈祷。这股民俗文化的力量，感染身
边每个人，激励社会每个家庭，保佑一方百姓平安。千
百年来，无论经过何种历史风雨洗刷，也不论历经何种
磨难，更不管外来文化冲击多甚，根植老百姓方方面面
生活的民俗、民风不断传承并演进，生生不息的滋润着
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神州大地民俗民风得以流传，民俗文化得以传承之
事实，足以表现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地域人与自然的
天然沟通心愿，足以表明民俗之高雅，民俗之不俗。

飞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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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淡了，日子好了

民俗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