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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喜忧
辛劳一年，春节应该是中国人最放松的时刻了。说些让人高兴的事，回忆一下旧时光，互相祝福，

这样过年最平淡也最幸福。不过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尴尬事，最常见的就是听到不想听的
话，面对各种难以招架的问题。但我们心里都知道，那些亲人们给我们造成的烦恼其实是甜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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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我们的乡愁

再过一周多的时间，在他乡
的你就要踏上回家的旅程了吧？
每个回家的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独一无二的行囊，里面装着亲
情、孝心、温暖或者是一年的经
历。或挑、或提、或背，大大小小的
行囊或重或轻，里面可能是给孩
子的玩具，给老人的特产，也可能
是给媳妇的一份小礼物？满载的
都是一年的辛劳、满满的幸福和
对家人的一片心意。

其实对于在家的人来说，无
论背负着什么样的行囊，无论是
否带礼物回家，只要在外漂泊的
人回到家里，就足够了。

在回家之前，给你的行囊拍
下一张照片，写下一段关于它的
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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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看法

被被问问““找找媳媳妇妇没没””
拿拿同同事事照照片片应应付付

过年回家，最害怕亲戚朋友互相攀比

身身上上穿穿啥啥衣衣服服邻邻居居也也要要比比比比
徐爱清(莱阳市广播电视台)

自从结婚后，我最怕的就是
过年回家了。去年春节，我们一
家人坐公交车回家。在街上，遇
见村里的几位长辈，我一边热情
地跟他们打招呼，一边殷勤地递

香烟。其中一个要叫二叔的，眯
着眼看看烟，有点瞧不起地说：

“哦，南京牌的。”说着，随手掏出
一盒玉溪烟说：“大侄子，不瞒你
说，我平常抽南京牌的。过年了，
最不济的都是玉溪烟。”二叔的
举动，让我感到十分尴尬。

大年初一出去拜年，碰到
邻居的三嫂。三嫂摸摸妻子的
上衣，问道：“羊绒的吧？”妻子
低头说是。三嫂显摆显摆她的
貂绒大衣，对妻子说：“弟妹啊，
现在不少农村人都时兴穿貂绒
的了，你们城里人工资高高的，

反而舍不得穿件高档衣服，那
么会过干什么？”我看见妻子的
脸红红的，表情很不自在。回家
后，妻子一脸不高兴，她赌气地
对我说：“你看看，大家在一起
攀比这攀比那，有意思吗？明年
春节不回来了！”

回家准备带点啥

晒晒你的行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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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高

刚毕业那会儿，在一家国企
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提起公
司名字，在邻里间说起来，还是
蛮有面子的，尤其是对于父母来
讲。但就像很多人一样，找对象
的问题也是我过年回家“最怕的
事情”。工作一年后，暗恋公司一
个小姐姐，过年回家终于有了

“挡箭牌”。于是，每当被问起，我
就说：“有啦，一个公司的。”“她家
在山西，太远，过年没法过来。”我
会告诉你，这是我爸妈强求我这
样说的吗？

尤其是正月里到奶奶、姥姥
家串门，我还会像模像样地从手

机里翻出她的照片，给七大姑八
大姨看，并被迫讲述那段并不
复杂，还有些苍白的“情史”。尽
管这一切她都蒙在鼓里。

时过境迁，我买房还贷款、
领证结婚，一切水到渠成。我终
于不再为那些问题困扰了，也终
于不用戴着面具串门拜年了。今
年要领媳妇回家过年，但我们家
里的年夜饭，只吃水饺，而且是
大年三十下午五六点钟就吃完
了。这让每年都跟一大家子人热
热闹闹一块儿吃一大桌年夜饭
的媳妇情何以堪呢？略显冷清的
年夜饭会不会让她以后不愿意
在我家过年呢？我在想办法，不
过留给我的时间没几天了。 一票难求。 尚军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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