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
的传统佳节，同时也是中国人
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
满足的重要载体……”随着年
龄阅历的增长，随着在外漂泊
打拼日久，个人对于这一关于
春节的定义理解的越透彻，越
有深的感悟。

也许在外打拼的生活并
不如意，让人在节前陡生“近
乡情更怯”之感；面临三十难
立的处境，让人徒增“无颜见
江东父老”之叹。谁不想唱着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
兮归故乡”衣锦还乡，但不是
每人都有快速实现功成名就
的机缘。在追逐世俗成功的路
上，再难再苦也不要淡漠了亲
情，也不要遗忘了故乡，故乡
是根，故乡有父母望眼欲穿的
眼神。

传承千百年的春节有一种
“魔力”，无论在外混得好坏，无
论节前有多少种顾虑或包袱，
而当这个节日真正来临时，散
落在天南海北的游子都会尽可
能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而
故乡传统的习俗和充满温情的
氛围，让归家前的种种担忧烟
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
平和以及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
期盼。

我的老家郓城紧邻孔孟故

里，千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对传统的习俗也比较注
重，在大年三十“上林”祭祖，大
年初一起早磕头拜年等传统习
俗在现代都市以及众多乡村难
寻影迹的当下，却在郓城乡野
一直传承绵延至今。

年三十上午，在自家院子
里摆上供品、点上香火、放挂
鞭炮敬天敬地。记得儿时，大
人们让跟着一块给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土地公公等一干众
神磕头祈福，我往往会以“这
都是封建迷信”拒绝。而如今
自个也是大人了，对万事万物
心中便多了几分敬畏，也是不
忍拂了父母的意，照例会跟着
一起跪拜。

祭神完毕，换门神、贴春
联，除旧布新便是我的活了。把
新的门神和对联用剪刀裁好，
用白面和水在炉子上熬成面
糊，把门上去年的老旧春联撕
掉，再拿着高粱穗做成的刷子
沾上面糊在门上涂抹一番，很
快从院门、堂屋门到偏房门、厨
房门的春联就贴好了。焕然一
新的春联，红红火火的氛围，更
增添了节日的喜庆。

中午吃完团圆的水饺，下
午就该用包袱或篮子带上纸
钱、鞭炮、香火集合了。同宗族
的男丁会合一处，等人到齐，

就浩浩荡荡的“上林”祭祖了。
如今，村民在外打工挣点钱，
时兴起买辆小轿车开回家，连

“上林”也要开着车，颠簸在乡
间小土路上不知啥滋味。我们
这一门是反对如此的，别说开
小轿车了，即便是骑电动车或
自行车也是不提倡的，大家选
择和往年一样步行“上林”，一
来显得虔诚、庄重，二来平时
不见的族人难得能聚到一块
说说话，得以增进族人之间的
感情。

每到一处祖坟，年长的会
在坟前点燃纸钱和香火，而年
轻的后生会燃放鞭炮，噼里啪
啦的炸响过后，族里的长辈在
前、晚辈在后有序排开，虔诚地
在坟前跪拜。此时，老人们会告
诉年轻一代，这个坟头里的先
人是谁，他曾经做过什么大事
或者取得过什么成就。同时，还
会告诫年轻一代要出人头地，
为家族增光。“上林”完毕，族里
还会挂出家谱跪拜，并奉上供
品，算是完成将祖先请到家里
过年的仪式了。

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
会日益瓦解，年轻一代平时散
落在天南海北，唯有春节时才
纷纷回家得以相见，同宗族里
的年轻一代们如何维系感情？
最近几年，我们这一门选择每

家轮流做东，前往的人捎上从
外地带回来的稀罕烟酒，在年
三十晚上聚在一起喝酒吃饭话
桑麻，往往借此机会，彼此留下
了电话、微信等，以待需要时联
系。当晚，大家伙会约定好时
间，初一聚一块给村里长辈磕
头拜年。初一凌晨5点多，一行
人开始在夜色里走街串巷，给
村里长辈及德高望重的老人拜
年，不大的村庄用了一小时便
走遍了。此时，天刚有点蒙蒙
亮。

……
我对老家的春节习俗也没

啥研究，但越来越感觉到正是
有了这些传统习俗，春节才有
了“年味”，而哪些感叹年味越
来越淡了的人，抛却民俗文化
日渐式微的社会大环境不谈，
是不是自身就舍弃了那些富有
文化气息的民间传统？也从没
有认真回望过生养自己的那边
土地？也丢失了那些故乡泥土
里滋养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优秀
品质。

正如人们常说的，父母
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
生只剩归途。父母是我们的
根，故乡是我们的根，传统习
俗也是我们的根，正是这些根
赋予我们在外打拼的力量和
意义。

2017年1月26日，距离鸡年
春节还有两天的时间。鄄城县
彭楼镇前牟村的老支书牟敦利
又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刚整修的
街道上。“村里的扩音器坏了，
我得找人赶快修好。”看到记者
和他打招呼，牟敦利说，村里一
直在提倡移风易俗，他得用村
里扩音器宣传春节新风。

安排人维修扩音器后，牟
敦利和记者攀谈起来，“现在从
上到下都在提倡移风易俗，这
是好事，咱们村也不能落后。”
牟敦利说，村里成立了红白理
事会，在村人操办红白事时，理
事会会及时介入，既帮助村人
顺顺当当操办事情，还能最大
程度较少铺张浪费给村人带来
的经济压力。“现在大家生活条
件好了，不再为吃穿发愁，很多
有条件也有出行需要的农户买
了轿车，盖了新房。”牟敦利接
着说，大家的生活芝麻开花节
节高，可不能因为红白事大操
大办让农户多年辛苦劳作换来
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啊。

“移风易俗不仅体现在操

办红白事上，在春节更得提倡，
以前看望长辈都磕头，现在提
倡多谈谈自己的工作，孩子有
出息，这是给长辈最好的礼
物。”牟敦利笑着说，以前春节
迎亲访友大吃大喝，造成大量
浪费，现在提倡大家多交流感
情，吃饭喝酒当作“添头”就行。

记者在村里的所见所闻验
证了牟敦利的讲述。走在宽阔的
水泥路上，看着道路两旁停放的
轿车，找寻不到搓麻打牌的痕
迹，记者真切的感受到生活多年
的乡村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说了不大一会，牟敦利就
要离开，他要去村里的养殖小
区里看看春节防火情况。前牟
村是远近驰名的养鸡专业村，
鸡蛋远销全国各地。养鸡让村
民的收入大幅度攀升，也带来
一些问题。此前，村民都是在自
家院落里养殖，夏天蚊蝇滋生，
让不少村民苦恼不已，此外村
民购置鸡苗、防疫等不同步，也
会让村民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村里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村外
建立养殖小区，真正实现了产

业化养殖，从购置鸡苗、防疫、
粪便处理、鸡蛋销售等都有统
一的标准化流程，既还村庄整
洁卫生的环境，也让养鸡专业
村的牌子越来越亮。

涉足养殖行业让不少人尤
其是年轻人尝到了甜头，也激
发更多村民投入到养鸡的队
伍中，养殖小区的规模也逐
渐扩大。“以前我每年都
是外出打工，挣不了
多少钱，一年到
头 还 见 不 到
家人。今年我
也 准 备 养
鸡。”村民牟军
说，他对养鸡前
景很有信心，“虽
然我没有养鸡经
验，但小区的邻居
都是养鸡高手，我多
向他们请教，养鸡流
程也和他们一致。我一
定能靠养鸡过上好日
子。”

“都半个小时了，还在这里
堵着，咋这么多车。”正月初四，
老家巨野的记者去姑姑家走亲
戚，结果堵在了路上，望着前方
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脸上
满是无奈。

随着农民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农村有小汽车的家庭
也越来越多。记者所在的巨野
县董官屯镇李堂村拥有私家车
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春
节期间，在外打工的人都回家
团聚，开车回来的不在少数，而
开着小汽车走亲戚成为一种新
时尚。

农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村民走亲戚的交通工具也发生
着变化，从自行车到摩托车、电
动车，再到日渐普及的私家车，
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青海做生意的小李去年
买了车，今年回家时开车回来，
在老家停车成了大麻烦，自家
院子开不进去，停在门口又担

心影响交通，无奈下就将车停
在了家门口的一片菜地内，“有
了车回家方便了，走亲戚也方
便，但停车成了麻烦事，为了不
影响交通，也担心车在门口停
着被划到，只好将车停到附近
的菜地内。”

记者发现，不少村民开车
回家过年，由于村内没有停车
场，自家门口的空地就成了停
车的绝佳位置，放眼望去，村内
的乡间小道两侧停满了车，再
加上乡村道路并不宽畅，堵车
现象时有发生。

初四上午，记者去姑姑家
走亲戚，刚出村口就遇堵车，远
远望去，整个乡间小道上停满
了车，私家车夹杂着电动三轮
车，一辆挨着一辆，“半个小时
过去了，还在路上堵着，这时看
到前面的车拐进了一旁的小道
上，随后就跟着也拐了进去，小
道上都是树，我们就在树的空
隙中穿梭，之后又绕到胡同里，

总算出了较堵的路段，到姑家
都已中午11点半。”

“开车私家车去走亲戚，
这是以前从没想过的，现在村
民生活水平好了，买车也不像
以往那么困难，这说明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一位年
近七旬的村中长辈说，开车回

家过年代表了这一年在外打
拼得不错，但车多了对于原本
就不宽畅的乡间小道造成了
很大压力，随意靠边停车、看
到车互不相让等现象时有发
生，也希望村民开车时能文明
驾驶，让私家车在乡间小道上
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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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小道上也出现堵车。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族人们在看家谱。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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