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曾对记者感叹，解放前，一根红头绳

就能让白毛女喜儿欢欢喜喜地过年，现在再

大的红包也不会让孩子欣喜若狂。许多人都

有相似感觉：从前年味的仪式感更强烈，也更

有温度和浓度。

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全国农村开展了人

民公社化运动，各村生产队都成立了公社食

堂，全村人在公社食堂吃年夜饭，是一道热热

闹闹的时代风景。后来，国人进入凭票供应

的时代，年夜饭成了一年中油水最充足的一

顿饭，物资的匮乏让年味显得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老百姓进入“年年有

余”的好日子。从 1983 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

会，已经是年味“氛围感”中不可或缺的一道

“大餐”，一家人包团圆饺子吃年饭，一边打开

中央电视台，一曲《难忘今宵》给这一年真正

画上句号。

日子越过越顺溜了。进入到移动互联网

时代，为什么反而觉得年味越来越淡了呢？

这是因为，基于农耕社会的农历春节，并

不是按照现代生活节奏来设计的，因此有些

仪式感会慢慢消失。几十年来，城乡百姓的

“米袋子”越来越沉，“钱袋子”越来越鼓，年味

同样也在与时俱进、升级迭代，演绎出不一样

的味道、燃烧出不一样的精彩。

除夕夜，有人用 App 请个大厨回家做满

汉全席，孩子们的压岁红包从崭新的百元钞

票变成了教育年金，送老人的贺岁年礼从鱼

翅海参变成了健康体检和境外旅游⋯⋯

所以，年味没有变淡，只是换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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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杭州西溪国家

湿地公园内，游客感受年俗风

情。 林云龙 摄

年味是个什么年味是个什么
本报记者 汪成明 孙磊

过年，如同写进中国人基因里的密码，不
用刻意提醒，一到年末，回家过年的念头就浮
上每个人的心头。春节越是临近，越是抓心
挠肺地想回家，路途多远都要回家。

而当双脚迈进家门之时，听到家人的一
句“回来了”，三言两语，并没有什么隆重的仪
式，却能一洗在外一年的风
尘仆仆。

这浓浓温情当中，究竟
隐藏着怎样的“年味”密码？

年味过时了吗

不少年轻人说，春节的意义就在于身体

放假、头脑放空，并标配补觉、打牌、刷剧“养

生三件套”，至于那些繁文缛节，不妨随着时

移世易而隐入历史。

其实，年味如文章，合为时而著。癸卯兔

年，网友们创造了不少有趣有爱的谐音祝词：

前“兔”似锦、大展宏“兔”、“兔”飞猛进⋯⋯这

些口彩饱含着对新年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享

受辞旧迎新的喜悦，也是年味的崭新表达。

不难发现，年味的存在感，来自于人们的

参与感。它的浓度和温度，则取决于我们是

否由衷地享受这份生活。

比如，在浙江最大的外来务工人员集聚

地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一顿“有

缘千里来相会”的年夜饭，一办就是 18 年。

饭桌上没有山珍海味，更无五星大厨，做饭的

人和吃饭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可能不久就会

各奔东西⋯⋯

然而这一晚，天南海北异乡客在“你添一

勺、我加一碗”的热气蒸腾中品尝了温暖的情

谊，他们把这顿“不回家”的年夜饭拍下来，通

过微信发给故乡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看，为

来年加油鼓劲。

不可否认，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变了味

的“年味”：比如天价年夜饭、超级大红包的攀

比之风，甚至昂贵年礼夹带私货，成为利益输

送的筹码⋯⋯我们应从变味的年味中抽身而

出，让年味回归初心本源。

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不断赋予年味新

的内涵。它不再仅仅只是写对联放鞭炮，而

是意味着更多选择和可能，我们可以从高速

运转的城市生活中暂时剥离出来陪伴家人

“放慢一步”，可以天涯海角去旅游感受别人

的日常，可以追剧打游戏释放被压抑的性情

和爱好⋯⋯

网上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民族信仰什么、

看重什么、期待什么，往往可以通过节日一窥

究竟。通过春节这面镜子，映照出一个身影，

在现代化道路上急速奔跑，同时又不断回望

故乡亲人——这个身影，就是中国人。记者

深以为然。

透过“年味”，世界真正了解了中国人。

虽然很难用具体的标准来评判，但五花

八门的过年习俗、丰盛的年夜饭、别出心裁的

拜年吉祥话等，都在不知不觉中给年添了几

分味道。

拿过年习俗来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

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

换旧符”。透过王安石笔下，可以看出北宋的

年味，燃放爆竹、插挂桃符和饮屠苏酒等习

俗，形成一整套绚丽完备、缜密周全的仪式。

而作为年味最重要载体的年夜饭，最早

可以追溯到《尔雅》，里面有着“年者，禾熟之

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的说法。就是把

“年”看作是收获（禾熟）的象征，每逢过年，大

家聚在一起，烧些美餐，吃上一顿，以示庆贺。

《舌尖上的中国》总制片人陈晓卿说过，

地道年味其实都饱含着一份故土难离。北方

包饺子、南方煮汤圆、江浙摊蛋饺、岭南吃盆

菜、西北暖锅子、西南炸酥肉，都印证了一句：

最忆是故乡。

年味是无处不在的亲情。春节期间，家

是每个人身体和精神的归属地。除夕给小辈

压岁钱，春节给长辈拜年，尊老爱幼就落实到

行动上了；大年初一到初五歇市，让忙碌了一

年的人们放慢脚步，与亲友嘘寒问暖，感受亲

情的“包浆”。

年味是溢于言表的幸福。在还不富裕的

岁月，过年意味着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食物，

换下常年穿着的旧衣，从头到脚簇然一新，跑

来跑去做客人，还能到

结婚的人家讨喜糖吃。

如今，我们实现了吃年

夜饭自由、穿新衣自由，

年味越来越舒坦。

年味里蕴藏着家国

情 怀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每年春节前夕，习近

平总书记都会与大家一

同 感 受 新 春 的 幸 福 滋

味。2022 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风雪

严 寒 来 到 山 西 省 临 汾

市，进山村、访农户。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

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这是最浓的年味，是最深的牵挂，是最暖

的情谊。

味味味

年味体现在哪里年味体现在哪里

年味变淡了吗

1月21日，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村民乔迁新居，左邻右舍一起挂灯笼、贴春联。白羽 俞思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