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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文/本报记者 张焜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为什么很多 80 后和 90 后，都不想回家

过年呢？”许多人都在这样问。而这个问题

却受到很多 80 、 90 后的抵触，他们说谁都

想回家过年，自己要的只是轻松简单的过

年。而处人情、撑场面这些必做的“繁文缛

节”，让自己倍感压力。

囊中羞涩，

还得带着礼物

腊月二十九还得上班。

在潍坊一家食品企业里担

任人力资源经理的王程，跟

同事调了班后，才有机会在

腊月二十九的下午，乘坐火

车赶往武汉老家。

王程今年 27 岁，已经

整整 1 年没回家了。这几

天，一想起家乡的热干面就

直流口水。“在潍坊忙了一

年，连电话都很少跟家里

打，怎么会不想回家呢？”王

程在单位被视为工作狂，公

司总经理曾开玩笑地问他，

是不是不回家了？如果不回

家，可以给他推荐一个临时

女友。王程也想找个女友，

但更想回家。

“父亲喜欢喝点小酒，

应该买几瓶黄金酒；母亲至

今还很时尚，应该买件时髦

点的羽绒服；爷爷的腿脚不

好，应该给他买双好鞋子，

走起路来舒服些；姥姥的眼

睛不好使，应该去配副好的

老花镜……还有叔叔、姑

姑、表弟、表妹……”

早在元旦那会，王程
就开始盘算过年回家要带

的礼物了。可这并不容

易：东西拿得太多，路上

不方便；如果拿钱，自己

又囊中羞涩。

“说来很不好意思。”

王程说，一个月 2500元的工

资，在付了房租、车子加油

费等花销后，到了年底，手

里也就剩下不到 5000元。如

果过年单纯给亲戚朋友送

钱，这点钱会所剩无几的。

那送完钱，在老家还请不请
老友吃饭？过了年回潍坊怎

么过？所以他只能选择买礼

物。东西不贵，但只要买到

心坎上，也能让人满意。

精打细算，礼物钱还花

了 1000 多元。王程又准备了

信用卡，如果回家真碰上花

钱的时候，还是得有面子才

行。

提起面子，王程又想起

了女友的事。从大学毕业开

始，每年回家他都会被 6 个

以上的亲友逼问结婚的事

情。可到现在了，依旧没女

朋友。考虑到忙了一年都没

钱过年的窘境，王程觉得，

要是真找了女朋友，自己就

更没钱过年了。

没结婚，

不能把女友带回家

“我现在只想着过年

回家怎么跟父亲交代。”

2 5 岁的刘智勇做电子生

意，在 2008 年与女友相

识，虽然两个人还没办婚

礼，但结婚已是迟早的事

情了。

刘智勇说，自己的生

意还不错，女友也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他现在不愁
钱，而是发愁如何让女友

跟自己回家过年。

刘智勇的老家在湖南

长沙。现在，他们那里的

思想很开放，如果交了女

友、男友，就可以领回家过

年或者到对方家过年。刘智

勇的父亲几乎每天都在打

电话催他，让他今年务必把

女友带回家过年，来年接着

办婚事。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

不妥的。当即要求去女友

家跟岳父岳母说一声。”

王程说，他提着茅台到岳

父那儿一说，今年想领女

友回家，没想到却被拒绝

了。

刘智勇的女友吴玲是

潍坊本地人，她告诉刘智

勇，在潍坊，没有出嫁的

女孩，绝对不能去男方家

里过年，不然会被人说闲
话。“老人可不管是什么

年代，只要你不回家过

年，肯定要被人戳脊梁

骨。”吴玲说。

法子想尽了，吴玲就

是不肯跟自

己回家。刘

智勇拗不过

她，只能顶

着父亲的压

力作罢。前
几天，他随

意问了吴玲

一句，是不

是明年结婚

了，就可以

跟 他 回 家

了？

吴玲的

回 应 很 干

脆：当然！

但随即提出
一个要求，

俩人都是独

生子女，自

己老是不陪

父母过年也不好。

刘智勇愣了。

他从没想过这个问

题。自己的父母远在长
沙，他一年里也就只有过

年才能回去。看吴玲的意

思，明显是要让他也得在

潍坊过几次年。“我该怎

么办？手心是肉，手背也

是肉的感觉，这会儿才真

的有了！”刘智勇说。

过年只想简简单单，

乐呵乐呵

学校放假了，又在潍坊
呆了 13 天。在潍坊上大学

的刘钊还是得在 29 日赶回

临沂老家。

1991 年出生的刘钊正

在读大二。刘钊记得自己第

一年来潍坊时，放寒假前那

几天，心里就像被挠痒一

样。刚刚考完试，学校还

没正式放假，他就急忙坐

上汽车赶回了老家。

那一年的春节却让他

印象最为深刻。在家人的

眼里，成了大学生，就是大

人了。原来归家里长辈做的

事情，被“轻轻松松地”甩在

了他的肩膀上。

备年货、扫房子、贴春

联、走亲戚……一个寒假过

来，游戏没时间玩，朋友没

时间聚，时间全都用在了招

呼过年的事情上了。

寒假结束的最后几

天，不管父亲怎么训斥，

刘钊都不动弹了。他就想
躺着上上网，跟网游上的

朋友们下几回副本，再找

网上的“老婆”聊聊天。

那几天他看见已经大学

毕业两年的表哥，还在忙元

宵节的事情。

表哥曾告诉他，“咱

们已经长大了，就应该承

担起一个家的责任。在你

这个年纪，我也开始忙活

了。你不觉得这有一种荣

誉感吗？”

刘钊觉着，这只是“繁
文缛节”，怎么能称得上荣

誉感？

刘钊看来，一些老旧

的过年方式该换一换了。

“最多走几个特别要好的

朋友，吃几顿好的，放放鞭

炮就行了。”刘钊说，今年回

家，肯定还得因为办事不利

索、老忘事，“挨父亲熊”。

“我算负责任的了，有些同

学，回家什么都不管，只顾

着自己出去玩。过年本来就

应该乐呵乐呵，跟父母亲友

亲近一下，叙叙旧，怎么会

有这么多的事情，累不累

啊？”

牢骚归牢骚，不管怎

样，刘钊还是要回家的。“过

年，家还是最温暖的”。刘钊

说。

记者手记 >>

回家应是默默的温情
“过年，家还是最温

暖的。”这出自一个还被

视为“太潮”的 90 后口

中。

“ 80 ”、“ 90 ”，

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

80 后的“不安分”，到

90 后的“异类”，总有许

多非议存在其中。

过年回家，在长辈的

眼里，是不容争议的。即

便心里有纠结，但这种纠

结也会被回家，这个过程

悄无声息地完全消化掉。

但在 80 、 90 后的口

中，对回家过年却有一堆

的“牢骚”。

我们应该承认，这个

时代，独生子女占主流，

他们的压力很大，肩上责

任更重。同时这个时代，

让他们的社会观念已在不

断转变。传统观念在他们

的脑海里又开出了新芽。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

与传统有些不搭配的“新

芽”？

或许，可以用一位采

访对象曾对我说过的话来

回答：如今通讯快速、交

通便捷，所以家人之间的

交流，不应仅局限于过年

的这段时间里。在年轻人

看来，春节应该是让人放

松的，应多一点和家人在

一起的温暖、上网聊天的

惬意，少一点处人情、撑

场面的繁琐。

8800、、9900 后后：：

过过年年就就该该轻轻松松简简单单

潍坊学院里，有学生部准备回家过

年。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去谁家过年，这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