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红包拜年兴起，磕头拜年越来越少

聊聊城城人人的的拜拜年年方方式式正正在在悄悄然然变变化化

本报聊城1月22日讯(记者 凌文秀)

聊城市影剧院依然精彩不断，正月初
七到初九上演五场精彩豫剧演出，即日
起开始领票，现场凭票入场。领票地址：
聊城市影剧院，电话：8220077。这三天
期间，每天下午场从2：30开场，下午场
从7：10分开场。记者还拿到了节目单，
正月初七：《皇宫凝案》；正月初八下午：

《泪洒相思地》、晚《穆杨会》；正月初九
下午《包公坐监》、晚上《血溅乌纱》。

由金正动画举办的“欢乐中国年动
漫春晚”将于2017年1月24日在水城明
珠大剧院隆重开场，这将是一场动漫大
狂欢。

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2月25
日，聊城市群众艺术馆文化志愿者文化
下乡活动也将一直进行。

1月25日，春节前几天，“助圆中国
梦·接福纳祥”动漫戏曲在市区广场、商
业中心、古城区和重要文化场所互动巡
演，让群众在街头就能品味欣赏到高雅
的艺术。

春节前后，尼山书院还安排了国学
冬令营，1月18日至1月23日，主要内容
有启智正行、知孝明礼(游八朝古都、登
嵩山少林)；2月4日至2月9日，主要内容
有重走孟母三迁路、孔子故里习六艺。2
月10日(正月十四)上午和下午，人民广
场的聊城市“民舞民乐”展演和聊城市

“舞龙舞狮”展演。春节后的2月7日至2
月17日，京剧院剧场的京剧专场演出也
将会别有一分情趣。2月10日至2月12
日，尼山书院的元宵节灯谜会，让群众
在猜灯谜中体验民俗。2月27日尼山书
院的二月二“开蒙礼”，在体验传统古礼
中冬春文化活动徐徐合上大幕。

聊城人的年

都能玩些啥

本报记者 邹俊美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拜年方式正在悄然变化，从磕头拜年到电话、短信、网络拜年。但部分地区依然对磕头拜
年情有独钟，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是真正的拜年。很多年轻人为了躲避磕头，成了“恐归族”。习俗专家说，不文明
的风气要摒弃，好的习俗要发扬。

过年一起抢红包

成了一道风景

刚进入21世纪，手机刚刚
兴起，人们通过电话和短信实
现了远程拜年，就算相隔遥远
的两地人，也能通手机短信来
传递情感。那几年真是短信满
天飞，一行文字传递着新春祝
福。

近年来，智能手机普及后，
通过短信拜年的人越来越少，
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用微信和社
交软件拜年。微信红包代替了
现金红包，在手机收发红包的
瞬间，也是传递新春祝福情感
的最好方式。

“过去除夕四大年俗是贴
春联、贴门神、守岁、领压岁钱，
如今新年俗是抢红包！”市民张
女士说，去年过年时全家人都
在摇手机抢红包。

“我就差个敬业福了，谁能
给我换一个。”最近支付宝集福
都成疯，有的人专门建群换福，
有的为了求一枚敬业福不惜出
重金购买。

这一是过年的一种期待，前
几年总觉得年味不如以前浓，以
前的老习俗慢慢被人摒弃，又没
有新的方式来庆祝，去年手机红
包慢慢撬动人们的内心的喜悦，
那种节日的欣喜感又回来了，拉
近人们之间的情感。

很多农村都已

不再磕头拜年

磕头是有些聊城农村仍然
保 持 的 拜 年 习 俗 ，大 年 初 一
凌 晨 ，很 多 农 村 村 民 都 挨 家
挨户去磕头拜年，年长的、辈
分 高 的 在 前 面 ，小 辈 儿 的 在
后面。见面不说话，上来就磕
头。辈分小的，从凌晨磕到中
午 还 磕 不 完 ，有 上 年 纪 的 老

人 ，一 到 大年 初 一 磕 头 磕 得
腿疼。

农历小年过后，年味儿渐
浓，在外工作的人们开始收拾
行装往家赶。小朱在上海工作
多年，本想带女友回家过年，但
想起家里磕头习俗，害怕女友
受不了，决定过了除夕回家。

“现在的年轻人都穿得挺干净，
磕一圈头回来衣服全脏了。想
起回家要磕头我就头疼。”小朱
表示，年前不回家就为了躲避

磕头。
记者了解到，很大一部分

农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为了
躲避磕头，拒绝回家。“村里大
喇叭上经常喊，不让磕头了，最
近几年村里磕头过年的也越来
越少了。”家住冠县西白塔村的
小王说，最近几年村里喊不让
磕头了，磕头的也越来越少了，
去串个门，聊个天，就算拜年
了。现在聊城很多农村都已不
再磕头拜年。

春节期间的夜晚，聊城东昌路上火树银花，华灯闪烁，年味十足。 本报记者 李怀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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