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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过年，即使再远，出门在外的人也会回
家。过去更是如此。1929年12月18日，冰心张罗着

从北京回上海的家中过年，为了买从天津到上海的
船票，她足足排了5天队。拿到票后，她先坐两个小时火

车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下午两点半登上轮船，晚
上10点船启航，经过68个小时才到上海。

冰心为何要提前一个月准备回家过年？1928年7月，为了体
现新民国与旧封建不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1929年1月1日起，
全国只过元旦，废除旧历并禁过农历春节。冰心不能在春节休
假，只好在新年元旦之前就往家里赶。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禁得彻底，还不允许春节期间学生放假。当
时正在上学的季羡林，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
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
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
的过年生活。”后来这个令老百姓怨声载道的禁令被废止。

以冷峻示人的鲁迅，曾写过一篇《过年》，充分肯定过年习俗，
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格外的庆贺”，“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
起劲”，表示了他的赞赏。他自己则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了，
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
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第二年除夕之夜，鲁迅写信对
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

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春节是
中国人最看
重的一个传
统节日，数
千年来，中
国人在传统
习俗和仪式
中“过”年，
在情感的交
融与宣泄中
享受满足、
安 宁 与 祝
福，获得心
灵的滋养与
精 神 的 慰
藉。随着时
代的变迁，
过节的形式
屡屡翻新花
样，内容更
丰富。这其
中让我们看
看名人们怎
样过年。

春节送礼，几乎成了古
代官场的潜规则。周晖的《金
陵琐事》有段文字详细记载
了明朝万历时期送礼场面之
壮观：周晖除夕前一天出外
访客时，走到南京桥内，只见
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
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人手
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原来
都是来送礼的。

清朝康熙时，曾明文禁
止送礼，官员都在门前张贴
一张公约：“同朝僚友，夙夜
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
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
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
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
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公
约贴出来了，但送礼风依然
不绝。

孙中山1924年11月抱
病北上，行前嘱托时任广东
省长兼财务部长的廖仲恺
和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
介石等人留守广州，司理党
政军要事。

临近春节，蒋介石特派人
送一只金华火腿到廖仲恺家，
托言家乡特产盼笑纳。廖仲恺
认为，革命同志之间不宜互送
厚礼，况且当时政府银
根紧，得节约每一个
铜板。他立即跟蒋
通电话，先感谢蒋
的盛情，但表示不
能收此厚礼，请蒋
将火腿转送给孤儿
院老人院。

在旁边
的夫人何香凝对廖仲恺的
做法深表赞同，并随即附上
带枝叶的大红橘子八枚，请
来人连同金华火腿一起带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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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场送礼成风

廖仲恺拒金华火腿
鲁迅连放三夜花炮令外国人嗤鼻

曾国藩任内阁学士加
礼部侍郎衔，但自己却无钱
回家过年。他写信给自己的
弟弟说，“余自去岁以来，日
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
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
费，又须数百，甚难昔办。二
则二品归籍，必须具折，折
中难于措辞。”

1923年1月24日，正值新
年，梁启超给梁思顺写信：

“我告诉你一件事，令你吓
杀！旧历初二日，讲学社所
聘杜里舒博士来津讲演，我
往车站欢迎他，借李宾四马
车坐去。才出到大马路交叉
处，被街上电车横撞过来

（事后回想真危险，真是间
不容发，好在车已经过去大
半，仅撞后轮，故不至伤），
车撞坏了，人马俱倒在地
上，但我仅仅擦破头皮少
许，腿上微微酸痛而已。那
日我仍在南开讲演，晚上又
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
等谈过通晓。初五日，你姑
丈偕曼宣、孝高来，一连打
了三日三夜的牌。他们今晨
回京去。我足足睡了一天。
过年以来，一件正经事未
做，就只谈天玩耍。你母亲
把大大小小的孩子（从七叔
起到达达）都带到北京去
了。家中只有司马懿和六
六，我从今日起又做我的正
经功课了。”
本报记者 刘帅 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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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春节家书

曾国藩没钱回家

梁启超“太贪玩”

1917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
同时发表了四首以“除夕”为题的诗。胡适、陈独

秀、沈尹默、刘半农四位北大教授，向校内外同仁
呈献诗作，同庆1917年春节。

1934年的除夕，胡适是连赶饭局，“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
两局”，“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吃完饭，胡适回家后还打了
四圈麻将才睡。

1942年春节，即便生活再窘迫的人家，也要想法子准备几样年
夜饭菜。国学大师陈寅格的年夜饭就显得格外“凄惨”。困居香港的
陈寅格一家早已断粮数日，驻港的日军因震于陈寅格的文名，有心
拉拢，送去了面粉，却被陈寅格断然拒绝。除夕夜，陈家人每人只喝
了半碗稀粥，分食了一个鸭蛋，算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夜。
作为一介书生，陈寅格表现出的气节和操守，让人肃然起敬。

老舍过年喜欢热闹，每年春节，他家的小院里都会举办猜
灯谜活动，猜中的人会得到一份小礼品。在《北京的春节》一文
中，老舍用他那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
动、玩艺儿、吃食、礼仪、景观。以至于有人读后惊呼，这哪里是
篇散文，分明就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其实老
舍的名字也和春节有关，老舍出生于腊月廿三，第二天便是立
春，父母为他取名舒庆春，就有庆贺春天到来的含义。

胡适除夕赶饭局，回家还要打麻将

编辑部的故事┩刀登
我们是黄三角不是金三角，我们在东营不在东

瀛，这里有一帮执著的新闻人。本剧根据真实故事
改编！ ———《黄三角早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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