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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样样的的年年
不不一一样样的的滋滋味味

有时候盼着过年，想有个黄金假
期，关键是和家人能团聚过节；有时
候又不盼着过年，或许没找对象、没
有像样工作，让过年成为一种忧虑，
又或者是害怕见证岁月一刀刀地“刻
老”自己。年像一个情节，装在每个
人心里。作为春节前的最后一期，本
刊征集了不同群体的过年感受，看看
一样的年有着怎样不一样的滋味。

春节将至，看着挂历上的日子
一天天过去，其实心里，并没有与
平时太多不同的感觉，没有太多兴
奋也没有太多期待。

回忆起我经历过的十八个春
节，无非就是和爸妈在大年二十九
或三十那天，一起坐车回老家看望
爷爷奶奶和一年不见的亲戚们，大
家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看春
晚，和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们一起
玩，初三或初四那天再回家。过年
期间吃的玩的和平时也没有太大不
同，平日里不见的亲戚感情慢慢变
淡，因此对过年也开始麻木没有感
觉。

记得小时候，假期里爸妈都要
上班没法在家照顾我，就把我送到
奶奶家，因此童年的记忆里奶奶家
占了大半，奶奶家那只可爱的狗
狗、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和奶奶蓬松
柔软的白发……她慈祥温柔的笑

脸，还有拿在手里织的温软毛线，
三五个邻家小朋友凑在一起玩得很
开心。那时候，每天都盼望着假期
快点到，假期里又盼望着时间过得
慢些。随着年龄慢慢长大，这些记
忆都已经渐渐旧得有了灰尘。

后来，奶奶搬进了楼房，家里
没了院子，没了花花草草，没了小
狗，小伙伴也都长大搬走没了联
系，奶奶也因年迈而收起毛线针，
只剩下变得有些暗淡的毛线球。长
大的我们渐渐不再需要奶奶的照
顾，渐渐有了作业和工作，陪伴她
的时间也变少，屋子里静悄悄的，
少了好多欢乐和温馨。

今年夏天，我终于完成了高
考，突如其来的空余时间让我倍感
轻松，每天抱着手机在网上瞎逛
悠。就在我不知今日何时的时候，
我得知奶奶想我了，胸口突然略过
一丝心酸。原来，我总有做不完的

作业和补不完的课外班，奶奶总觉
得我们事情多很忙，没空回老家陪
他们，虽然心里有些歉疚却很快被
繁忙的生活冲淡了，现在，明明闲
得发慌却还是没有陪他们。在我们
心里，他们变得越来越淡，而他们
依然把我们放在心里最沉甸甸的位
置上。

给奶奶打了一通电话，对面响
了好久都没人接，猜想也许是出去
遛弯了吧，后来才得知，是电话出
了问题。这才意识到，一向都是奶
奶给我打电话，我很少主动。根本
不了解他们平常的生活，不知道他
们什么时候出去散步，不知道他们
家里东西坏了会拖很久都不方便
修。

终于，又要过年了，又要可以
回去了，奶奶也许正在盼望吧，盼
望家里再坐满人，再充满温馨。快
回去，陪他们一起过年。 (聂明)

快快回回去去，，陪陪他他们们一一起起过过年年

生于80后的尾巴，印象中，小
时候总有热闹不完的过年。

进了腊月，就要准备过年。还
记得一句民谣：“小孩小孩你别
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年货大集
在这个时候也拉开了序幕，卖菜
的，卖衣服的、各种小吃各种年
货，还有吆喝声，整个人听见都充
满了兴奋。

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家家
户户都买了糖瓜，妈妈曾告诉我，
给灶王爷吃糖瓜，是要让他多说好
话；腊月二十四，一般是大扫除的
日子，早放假的我们，上蹿下跳地
帮忙擦玻璃、扫地、洗衣服；腊月
二十五、二十六，这两天家里开始
蒸馒头、摊煎饼，想起来都能流口
水；腊月二十七，早早定好的豆腐
送来了，妈妈这时候会发动我们做
豆腐丸子、豆腐片、豆腐块等等，
豆腐丸子是最有意思的，把豆腐剁
碎，放上腌过的香椿芽和葱花，放

在手心攒一个小小的丸子，再放到
洁白的瓷盘里，就像一件艺术品，
炸完了肚子也被撑得溜圆；腊月二
十八、二十九，最有滋味的菜就要
登场了，老博山人总是会做酥锅、
春卷、丸子等等，码好的白菜、海
带、藕、排骨、肉皮、还有鸡或者
鱼都是酥锅所需要的食材，炭火熬
啊熬，也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香
气弥漫开来，那种感觉真幸福；大
年三十，这一天从早晨起来都是兴
奋的，鞭炮零七碎八地响开了，还
有我们习惯称之为“钻天猴”的一
种能飞上天的小鞭炮，真是让人兴
奋。

忙年，算是告一段落。一家人
吃吃喝喝，打牌、看春晚，零点的
时候，就听着全村的鞭炮都响了，
这一夜多少人乐地睡不着啊。

初一一大早，天还不亮就经常
被妈妈从被窝拖出来，那也是心甘
情愿的，起来拜天拜地、祈福。全

家起了后，爸爸就去放鞭炮，然后
就跟着哥哥姐姐们出去拜年。早些
年出去拜年，都要穿一个有很多兜
的外套，这样拜年的时候，会有好
多长辈给好吃的，满载而归。

初二到十五之间，都是走亲访
友的好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到处玩
的好时机，女孩们炫耀成绩和新衣
服，男孩们展示着自己的新玩具，
就这样等到开学。

渐渐长大，年越来越不忙了。
好多东西能直接买到，父母工作也
忙，也不愿忙来忙去地准备了。衣
服上的兜少了，也不愿意去走亲戚
了，怕被大家问这问那。上班之
后，腊月二十九一般还都在上班，
年味只能从商场的打折促销活动中
窥见一二。再过下去，不知道这过
年，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怀念，那些年，我们一起过
的那热闹的春节！

(书贤)

曾曾经经过过的的那那些些年年

自认为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奔三一族”，大
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一家国企上班，老婆是大学
同学，工作和收入也都不错。现在，我们没有单
身“80后”回家的窘迫，也不会发生没钱不敢回
家过年的事情。年前，通常都会先跑一下双方父
母家，送点年货和过节费，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
笑容，自己的幸福感也会从头窜到脚。

这两年，一到过年都会想起一笔“亲情
账”：每年回家三、四次，能看到父母的日子也
不过二百多天，因此也经常会焦虑，会想起还没
有带着他们吃各地小吃，没有带他们去过海南到
过东北，更没有带着他们出国开眼界。

从过了元旦开始，我就和老婆商量，今年过
春节要打破常规，不窝在家里了，可以带上爸妈
出去旅行。让老婆同意的交换条件是，明年带着
岳父岳母出去过年。一拍即合后，我们开始挑选
线路，备选项有海南、马来西亚、东北等，合计
再三也没定下到底去哪儿。有天翻《齐鲁晚报》
看到，春节期间联合几家旅行社推出了包机旅
行，这个创意好啊。一条线路是包机直飞台湾，
一条是包机直飞香港，两条线路都很完美，真是
难以取舍。

通过抓阄，我和老婆最终决定，今年先去香
港过大年，体验一下维多利亚海港的浪漫烟花
夜、感受迪士尼乐园的疯狂、欣赏皇后大道的繁
华，太激动了。

这个年注定是一个多彩的年，打破了我家多
年来的固有模式，我希望多通过旅游过年的方
式，去孝敬老人，让快乐和幸福一直延续。

(顾岩)

从前，那么盼望着过年，能回
家跟父母团圆，跟朋友聚会，把酒
言欢辞旧岁，通宵达旦迎新春，就
是那时候的状态。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烦
恼随着成长扑面而来。从小到大每
次过年都要被问成绩。小学还好，
凑合凑合捧个奖状回家就好了。上
初中之后，学生越来越多，压力越
来越大，考好了还不错，考得不好
就年都过不好。快要中考和高考的
那个年，各种被鼓励，嘴上恭维着
说着感谢，心里一直在埋怨他们不
懂我的难处。

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以为再也
不用应付这样的“关心问候”了，
可是还是逃脱不了七大姑八大姨对
大学的各种好奇。好吧，第一年可
以理解，第二年再问，我都不知道
要说啥了。第三年更惨了，各种被
逼问有没有找对象，第四年全都是
找工作和考研的建议。有时候内心
很感激大家的关心，但是真的越发
不想见人了，甚至觉得自己要得自
闭症了。

可是，我再怎么逃避也逃脱不

了时间的流逝，一年一年长大，从
学校步入社会，从一开始被大家催
着找对象到现在催着结婚生子，内
心实在是充满了抵触和反感。一方
面盼着过年休假，能跟父母团聚，
一方面又盼着这年过快一点，可
以不用应付亲友。很多时候，
都感觉自己成了矛盾体。

想象着以后，同学聚会
变成了各种炫耀工作、炫
耀幸福的场合；亲友聚
会变成各种变相比较
孩子工作和幸福的
氛围，该要去哪
里找最初那种
贴 心 的 问 候
和 真 挚 的
关 爱 。 再
也 不 会 嫌
弃 只 有 父
母 的 团 圆
了 ， 只 有
他 们 会 真
心 的 关 爱
自己。

盼 年

到，家人团圆相聚把福享；望年
走，亲友八卦问候不要来。

(小从)

盼盼年年到到，，望望年年走走

带上爸妈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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