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尚·情感

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编辑：张文婷 美编/组版：孙雪娇 C23今日烟台

过春节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日，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其实不仅仅是个节日，甚至更具有扎根于中
华民族灵魂的味道。过年，除非有什么绝对离不开的事情，都是要与父母家人团聚。而结了婚，几乎每到过年
就会有一个问题：夫妻双方到谁家过年呢？

前几天看到一位朋友

的博客，说到她刚结了婚，

今年要随丈夫到婆婆家过

年了，二十多年以来，头一

次不跟父母在一起过年，

而自己是那样的思念父

母，然而自己由女儿到儿

媳妇的身份的改变，让自

己无法做到两全。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困

惑，相信很多姐妹也是和

我一样心里很难受。小时

候在农村过年是一件快乐

的事情，也不会想到婆家

娘家这么复杂的问题，只

是知道过年肯定是要在自

己家过的，准备年货、和父

母一起买鞭炮、买新衣服、

给家里的长辈拜年磕头，

很是热闹，然后在初二三

的时候到自己的姥姥家走

亲戚，觉不出什么来，只是

觉得那几天都很快乐，传

统的观念教育着所有的

人，这些程序都是非常正

常而且天经地义的。

然而到了自己结婚以

后，似乎不再是那么回事，

现如今，我们作为80后最早

的一批独生子女也已经成

家立业了，很多家里的娇娇

女、独苗苗都成了人家的儿

媳妇，中国人讲究的是“夫

权制”，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嫁进门的媳妇要把婆家当

成第一亲人，自己的亲爹妈

反倒要靠后站。于是，理所

当然的、顺理成章的、老祖

宗定了规矩的，儿媳妇必须

要回婆家过年！否则，就叫

乱了体统！

我和老公婚后一直幸

福的不得了。然而，最近，

我们却为“过年去谁家”一

事争吵不休。“这是我们结

婚后第一次吵架，没想到

是为了这个问题。”“他是

济南人，我是烟台人，我们

两人都是独生子女，谈恋

爱的几年，春节都是各回

各家，也没什么争议。但婚

后的第一次过年，我们却

有各自的想法，老公觉得，

结婚第一年，我理应去他

家过年;我觉得一年回不了

几次家，丈夫应该陪我回

家过年。不得已，老公只好

又加一个“砝码”，“大年初

二是我妈生日。”最后结果

是，作为妻子妥协——— 同

意今年去婆家过年，但却

“几天不说话”。

女儿的心都是恋着爹

妈的，也希望能够陪着父

母守岁。如果孩子不在，父

母立即会变成“空巢老

人”，做子女的，谁也不忍

心让父母孤孤单单而无人

陪着过年。

为了不给子女增加负

担，老人的说法往往是：其实

在哪边过年都一样，只要他

们自己过得开心，我们也就

心满意足了。嘴上虽然这么

说，可是哪个父母心里不想

着让孩子在自己身边陪着自

己过年？爷爷奶奶想念孙子

孙女，外公外婆想念外孙外

孙女，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那就一年在婆家一年

在娘家？或许这是一个比较

平等和稳妥的办法，然而从

内心来讲，似乎又多了些

AA制的味道。多了些分配，

少了些年味的亲情。

婚后第一次在婆婆家

过年，虽然公公婆婆待我

特别好，视如亲女儿一般，

但毕竟是二十多年来第一

次没有陪在爸妈身边吃年

夜饭，看春晚守岁，心里确

实是别有一番滋味，尤其

是年三十晚上给爸妈打电

话拜年，爸妈虽然在电话中

一再强调一切都好，不要太

多牵挂，但是，挂断电话，泪

还是止不住的流。我是个特

别容易伤感的女人。又一年

过去，老公陪我一起在爸妈

那过年，心里没有那一年的

离家滋味，但是想想一年前

的感受，想老公心里现在的

滋味呢？肯定也特别的想

家，想公公婆婆，此时他们

两位老人是否在吃年夜饭

呢？是否看着别人家全家

团圆而特别惆怅呢？老公

只是没表现出来而已，想

着想着泪又忍不住的淌，

只能在心里默念：老公，谢

谢你！我会好好孝敬公公

婆婆的！

说不出拒绝的话

他家距离我们大概一个小时

车程，在当地有一些叔伯之类的

亲戚，但过年的时候都是各过各

的。他妈妈那边的亲戚都在济南，

偶尔几年会去德州那边和他的姨

妈们一起过。他爸妈基本算是退

休状态，平时到处旅游。

我老家距离我们五个

小时车程。以前过年

都是在外公

外婆家

和爷爷奶奶家一家一年轮着过，

自从外公去世后，外婆过年喜欢

跟着我大姨。爷爷奶奶年龄很大

了，近几年大伯叔叔因为自家人

多，都是在自家过。我爸妈和爷爷

奶奶不在同一个城市，而爷爷奶

奶年龄也很大了，身体也不好，所

以近几年过年我家都陪着爷爷奶

奶一起过。

这几天我们两人谈论到了以

后过年怎么过的问题。他先是说

各回各家，被我坚决否定了。过年

不就是要家人一起过吗，哪能这

样。他说，那就把两边父母都接到

我们这来过年。这个主意我赞同，

但也不能每年都这样。他们家过

来很方便，有段时间几乎是每个

周末都过来。但我爸妈不一样，一

个是车程远，还有一个是我爸还

要上班，年前的假期不多，匆匆来

几天，最迟初二就要赶回家，因为

要去看我爷爷奶奶。

我和爷爷奶奶感情很深

厚，他们年龄这么大了，也想尽

量多陪他们一些。所以我提出

一家一年，偶尔把他们接来一

起过。

他的要求是，不让他爸妈两

人单独过年。过年就是要家人一

起，但如果弄的夫妻两人还要两

地过年，这就不好了吧。

我们爸妈都是挺开明的

人，如果和他们说今年要去谁

家过，他们肯定会同意。哪怕我

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但如果说

为了过年陪爸妈就要和老公分

开过，我爸妈肯定会让我过完

年再回家。但我不想这样，本来

陪爸妈的时间就不多，这种话

怎么说的出口。

见过不少因为“过年”而闹矛

盾的小夫妻，老公是传统式思维：

儿媳妇过年就该去婆家守岁。老

婆是亲情式思维：现代社会男女

平等！过年凭什么非得去男方家？

战争一触即发，喜庆年往往过不

出喜庆味！

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常

常奉劝姐妹要忍耐，为了一个过

年问题把家庭关系搞僵，日后，必

然得需要你付出数倍的努力去善

后。毕竟，千年的规矩早就把中国

人的思维锻造得钢筋铁骨了，不

是想改造就马上改造得过来的！

不管是男方、女方还是老人，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依我

意见，争论到最后，事情终归要有

个解决的办法。其实不管在哪边

过年，老人都不会强求，但事情总

是要讲究个圆满。不论怎么说，还

是希望全天下的朋友都能过个好

年，尤其是众姐妹们，不论回婆家

还是回娘家，高兴就好！

看着自己的儿子也慢慢长大

了，将来也要成家立业，而现在大

多数家庭都是一个孩子，看着儿

子快乐的成长，做父母的都心里

说不出的高兴，忽然想到一个问

题，再过若干年我们会在哪里过

年？儿子还会在我们身边吗？我们

还会在父母身边吗？

岁月在一年一年的流逝着，

一次一次的过年都会萦绕在我们

的脑海里，今年过年，我们应该去

谁家呢？

过年去谁家？

难以两全的孝孝道道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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