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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正向我们走来。年味儿，也日渐浓醇地充满大街小巷，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准备
着过大年！

春节，全球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过春节的形
式也更加多样化。有人感叹，曾经的春节，挂红灯、放鞭炮、行礼拜年，一些食物也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而现
在，网络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面对面”，变成了“屏幕两端”；想吃的美食，随时随地都能吃到。而过年时，
从前的“年味儿”却很难再找到。其实不然。春节是华夏五千年的精神文明体现，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国精神的薪火相传，是寒冬里的一把烈火，是母亲的一手好菜，是朋友久别的一次相聚，是亲人的一
声呼唤……

虽然，如今人们过春节的形式有所改变，但喜庆的氛围和厚重的仪式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在、情
在、“年味儿”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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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就像是一个小伙伴，一只手拿着有趣的玩具，另一只掂着
饕餮美食，大声召唤着我们，让我们心驰神往。我们渐渐地长大，他
伴随着我们成长。他由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变成彬彬有礼的少年，
在岁月更替里又变成了深沉稳重的青年。春节不会再像从前一样
和我们一起玩鞭炮游戏，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和我们一起偷吃食物，
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和我们一起奇思妙想。与其说年味儿是一种氛
围，不如说年味儿是一种对过年的期待，就是过年能给大家带来什
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年味儿也一样，一代人对年味儿都有
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50后”“60后”的童年时代，每年过春节的前两个月就开始期
待。他们期待着春节时能吃上一顿并没有多少肉的饺子；他们期待
着长辈久违的笑容；期待着吃过年夜饭之后，和小伙伴在雪地里撒
欢的嬉笑打闹……

“70后”“80后”的童年时代，他们会提前一个月左右开始期
待春节的到来。他们期待着父母置办年货回来，“吝啬”地提
前“奖励”一点点；他们期待父母兑现承诺为孩子买新衣；他们
期待除夕夜快快到来，因为那时才能从里到外换新衣；他们期待给
长辈拜年后，收到从几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的压岁钱……

“90后”“00后”的童年时代，他们期待春节不用学习做功课；他们
期待春节父母不会因为孩子的学习而争吵；他们期待长辈能在春节时
为自己送上最新款的数码产品做礼物。

年味儿，是心中的期待

中国人过年之前要做很多准备，买很多东
西。吃的、用的、穿的、戴的……统称为“年货”。

“买年货穿新衣”可谓是过年的“刚需”。新年新衣
新气象，为的是图个好彩头。

过年买年货、穿新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农耕
社会有关。过去农耕社会，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年
一熟，也就是到年底才结算发薪金。所以，只有等
到春节前，发了薪金才为家里添置必需品。因此，
到新年开始的时候，就要万象更新，从里到外都有
一种新的气象。

现在，买年货的途径多元化，如果忙于工作而
没时间去商场、超市，可以直接在网购平台下单在
线购买，多数商品还承诺“七天无理由退换”。年货
清单也从重“吃”向“吃、娱、游”并举发展，而购买量
则从“囤一批、吃半月”变为“少屯点、更新鲜”。

穿新衣服更具有一种时代的意义，代
表着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代表着对审美
价值的认同，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穿新衣服更具有对思想精神上的一种认知，
一种将思想上的愿望转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形式
展现出来，用心去感受美，用生活去拥抱美。

在当今社会，新衣服，随时随地可买可穿，但
春节穿新衣服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寓意新的一
年，有一个美好的状态，美好的回忆，有家人的陪
伴，与朋友欢聚。

所以过年穿新衣，衣服就很像穿在身上的春
联，表示对春天的庆贺。这个穿新衣在传统文化
里还是辟邪的，它是驱邪降吉祥这样一个寓意在
里边。红色代表喜庆，本命年的人，春节都会穿新
买的红色服饰等，预示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年味儿，是买年货 穿新衣

团圆是春节的第一主题，也是春节最重要的
情怀。除夕夜是中国人的不眠夜。吃了年夜饭
之后，全家老少团聚在一起，点灯熬夜达旦不
眠，称为“守岁”或“熬年”。“守岁”其实是看守住
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生命，表达着人们的生命情
感，更是对大自然和生命的一种敬畏。新年伊
始，万象更新，但亲情是不变的。因此，团圆一
定要在辞旧迎新的大年之夜来实现。中国人很
会安排春节。从报信儿的腊八到压轴的元宵，
其间将近 40天。年前主要是从外边往家里忙。
先是人们从四面八方往家里赶，然后是置办年
货，打扫房舍，装点生活，筹划年夜饭等各类事
项。这是从外向里使劲儿。大年三十是高潮，
高潮是团圆。

然后，进入新年，使劲儿的方向开始反过来，

变为由里向外用劲儿。正月第一件大事是拜年。
拜年先长辈后同辈，先近亲后远朋，逐渐扩大到社
会的旧友熟人，最后便是元宵欢庆。就这样，年结
束了，人们又纷纷回到各自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春节亲人团聚是中国世代相传的传统。在春节来
临时，背井离乡的游子，都纷纷赶回家，盼望与亲
人团聚。在春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总结过去的一
年，享受着过去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又将过去一年
种种的不如意，在除夕前扫地出门。在新年伊
始的时候带着亲人和朋友的祝福，开始新一
轮的努力和奋斗。

今年的春节与往年略有不同，因为疫情
防控，很多在外工作的辽源游子不能返辽和家
人团聚，在辽的外地朋友也选择就地过年。这样
的春节更有意义，这样的选择更有情怀。

年味儿，是与亲友团聚

新春快乐、大吉大利、好运当头、事事顺心、万
事如意、健康平安、财源滚滚、人财两旺……

春节，是阖家团圆，欢乐祥和的节日。人们将
一切的美好愿望都寄托在这个节日中。

春节期间，人们相互问候，互送礼物，以表达
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送活鸡代表大吉大利；活鱼代表年年有余；给
小孩子买新衣服，希望他（她）快乐成长；送老人爱
吃的食品，希望他（她）健康长寿……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等，他以工
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抒发迎祥纳福的美好
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凝神、运气、蘸墨、
下笔，几乎是一气呵成，一副喜气盈盈的春联便跃

然纸上，春联内容代表着对新一年的满满期盼。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写春联”已逐渐成为“奢侈
品”，取而代之的是精美的“印刷春联”。

人们过春节的形式已经多元化，送祝福的形
式更是不断地刷新。先人留下来的“到家送礼
物，当面拜年”；有了电话后，人们会在春节期间
电话拜年；后来，有了电脑和网络，年轻人纷纷
用网络通讯软件互送祝福。QQ、电子邮件、微
博、微信等平台，都是人们拜年送祝福的途径；
如今，很多地方已实现了 5G 网络，手机的功能
更是强大、便捷。人们的拜年方式，已经可以从
简单的网络打字，演变成视频通话、语音发送、
甚至是短视频录制等。

年味儿，是真挚的祝福

爆竹声声辞旧岁，张灯结彩过新年。放鞭
炮、挂灯笼、系彩绸。这是传统中国年的“标
配”。此外，人们还喜欢春节期间将家里增添红
色元素，贴对联、挂中国结、挂灯笼，以示中国年
的喜庆祥和。哪怕是身在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
华人华侨也同样会在春节期间将家里布置的和
国内一样，按传统的春节习俗过年。

烟花爆竹起源于我国。因此，自古以来，中
国人的大事、喜事多数都会以燃放烟花爆竹来庆
贺。春节放鞭炮，是我国春节一个传统民俗，相
传是为了驱赶一种叫“年”的怪兽，已有两千多年
历史，表达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如今，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大量燃放

烟花爆竹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还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近年来，国内各地陆续出
台针对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的相关管理条例。
对燃放时间和烟花种类进行了限制。在 2008年
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上，鸟巢上空燃起的烟花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烟花特点是无纸屑、
无残渣、无刺鼻味道、烟雾小。也有选择电子鞭
炮的。电子鞭炮是一种代替传统鞭炮的环保、安
全、无火药、可反复燃放的电子产品。顾名思义，
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既符合了低碳环保的理
念，又达到了春节仪式感的目的。“不放鞭炮、低
碳过年”并非年味丧失，而是移风易俗、文明过节
的表现。

年味儿，是张灯结彩 爆竹声声

春节将至，红火的年味儿照得大街小巷亮亮堂堂

春节前夕，我市肉类市场供货充足

挑好货、过大年，市民年前采买忙，过年的小日子美美的

▲我市步行街人
头涌动，一片繁华景象

◀好大一条鱼！
春节前水产市场水产
品大卖

▲ 春 节 前
夕，各大蔬菜副
食品超市配货充
足，商家、顾客异
常忙碌

▲市民在精
心选购糖果，准
备“甜甜蜜蜜”过
牛年

▲节前市场
防疫消杀严格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