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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拜年，不妨 一下
本报记者 王倩 整理

拜 年 是 表

达新春祝福最直

接的形式，耳熟能

详的拜年话“过年好”

亘古不变，可拜年的

方式却不断在花样翻

新，从登门作揖到电

话拜年、网络拜年，由

电报、贺卡拜年至短

信拜年，再到今日的

微博拜年，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信息传

播方式的改变，中国

人的拜年方式悄然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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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老年人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拜年方式，那时候的拜年就是走亲戚，而且
一定要带礼品。春节前，大家都开始计划着忙活，做好吃的、买糕点、按照远近生疏
安排走亲戚的顺序，如果亲戚家里有小孩，还需要带点糖块。

春节之前的忙碌最能体现过年的气氛，大家在厨房里蒸馒头、做炸糕，而且这
些吃的也都会送给邻居、亲戚。从大年初一开始，人们便提着这些自制的食品，还有
从商店里买来的糕点、糖果等，孩子们也都换上了漂亮的新衣服，挨家挨户串门拜
年。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电话在中国家庭中逐渐普及。“爸妈，过年好。”
两地分别的亲人之间通过一根电话线，相互诉说着想念之情。电话拜
年普及后，也为很多无法登门拜年的人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平台。

到上世纪90年代，BP机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新年祝福便在
“嘀嘀”的响声中传遍神州大地。传呼机拜年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能

说出一些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而除夕晚上，是传呼台最繁忙的时候，
经常是要拨打好几遍才能接通，有时候人工台接不通，一些聪明的年轻人

便用数字变成代码，如3316、521等，然后用自动台进行传呼，收到的人自然
心领神会。

手机的出现，使短信拜年成为近10年来中国人最重要的过年问候方式。最早的
时候，短信拜年主要靠“原创”。后来，一些文采飞扬的人精心编制了“段子”发给亲
朋好友，接收者一看说得好，便又转发给自己的亲朋。于是，专门“炮制段子”的短信
写手便应运而生。

发短信的人有时甚至不用自己动脑措词，转发一条别人发来的，借花献佛，方
便极了。也有些人收到的短信千篇一律，基本上就是转发别人的短信，换一个名字
就直接发过去。虽然这些短信被很多人认为没有任何意义，但当除夕夜，家人都收
到祝福短信，而你收到的短信较少，或者是以往给你发短信拜年的朋友突然没发，
这时候肯定会有一种失落感。

如今，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上QQ、玩微信、刷微博，于是短信
这项功能似乎受到了冷落。从2011年春节开始，不少年轻人开始使用微信拜年，只
要对着手机说上几句祝福语，然后按下发送键，一条祝福的微信便成功送出。仅十
几秒钟，千里之外的朋友就回复了微信。

随着微博的兴起，更多的人开始在微博上记录自己春节的心情、状态、祝福，而
且在发布每条微博之前，大家都喜欢@一下亲朋好友，这种情况下不但抒发了自己
的情绪，还给亲朋好友拜了年。

在微博上拜年，不但能给自己熟知的亲朋好友送祝福，而且还可以将祝福送给
全国网友，包括自己喜欢的明星。很多媒体也开通了微博送祝福的平台，在送祝福
的同时还可以抽取大奖，真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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