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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有人选择探

索一次陌生的远行，有人穿越万千山水抵达熟悉的故乡；有人认

为，春节必须回家，走亲戚是维系亲情的纽带；也有人说“走亲不

如走朋”，维系好邻里关系、经营好友情，或者享受生活更重要。

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过节心态。春节，亦是一场“红方VS

蓝方”的观点碰撞。

红方：

家，是温暖的向往
文/王双萍

蓝方：

正月里，走亲戚、回娘家是祖辈

传承下来的习俗。这条延续亲戚间

情感的纽带，在当下一些年轻人看

来成了“浪费时间的事”，觉得春节

走亲不如走朋。

从时间成本来讲的确是，面对

浩浩荡荡的春运、返程大潮，春节仅

有的几天假期显得尤为可贵。春节

期间，年轻人从忙碌紧张的工作中

抽身出来，难得享受几日的空闲时

间。与走亲戚话家长里短相比，他

们更加渴望做一些愉悦身心的事、

自身感兴趣的事，或是与同学朋友

聚会、与恋人相约游玩。

过年走亲戚，免不了被七大姑

八大姨问东问西，尤其是关于个人

生活状况的问题。比如，月薪多

少？谈恋爱了没有？是否准备要小

孩或二胎？房子车子买好了没有？

一系列“热情”的发问直让人尴尬。

有时候，聊到两三句就开始了相互

之间的攀比，叫人不免惆怅。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也探讨过

“亲不如朋”的话题。

“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

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

常把亲戚这两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

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

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

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

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

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

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

相比远在他乡的亲戚，身边的朋

友对自己更为了解，彼此有着相同的

价值观。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投机的朋友之间，可以更为融洽

地相处，相熟相知让交往多了一份真

诚，彼此之间也更有话题可聊。

《管子》中尚有“远亲不如近邻”

的说法，这种人际关系的阐述，正是

表明了和邻居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比

和远房亲戚交往更加重要。邻里之

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日常见面互动

的机会很是频繁。前几年，过年疫情

宅家期间，正是邻居们吊竹篮，隔空

送粮油、米面、蔬菜、水果等日常必需

品，居民们才众志成城度过艰难的光

景。所以，和谐和睦的邻里关系不仅

要大力提倡，还必须要维护好。

也许，春节把一些时间花在朋

友邻里的交往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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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之日，亦即是归期的倒计时
文/潘玉毅

随着集五福、云拜年、抢红包等
新生态春节活动的兴起，追求新风
尚新潮流的年轻群体开启了不一样
的过节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
家，加入到旅游过年的新潮大军中。

过年期间，当你打开手机，朋友
圈里、抖音里，朋友们的状态、定位，
不再是“快乐老家”那些熟悉的地
方，而是氛围感满满的旅游气息。
信息化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去
陌生的地方寻找年味或许是一种更
高效的过节方式，也是一种更轻松
的生活方式。

过年，又叫忙年，忙的是大扫
除、备年货，做诸如猪肘、猪头、猪蹄
等五花八门的卤肉、酱肉，做如红薯
圆子、藕夹、茄夹等炸物，准备好这
些还要招待一桌又一桌的亲戚，家
中长辈们不厌其烦忙前忙后，看在
眼里却很心疼。更何况自家吃好，
还要挨个去别家吃，就这样春节一
晃就过去了。如果带着家人旅游过
年，无疑能带来内心的松弛感，还能
作为孝敬老人的一种方式。

于这一届的年轻人而言，或许
是物质条件的丰富，让人们对精神
层面的“年味儿”要求更高了。一桌
丰盛的晚餐、一件崭新的衣裳、一次
久别后的相聚，不再是被常常惦念
的期盼，节日和非节日在物质享受
上的区分慢慢降低，惊喜感、期待感
随之减弱。

在各地文旅圈的频频隔空喊话
中，年轻人越来越有出走远方的动
力，大家要么钻进博物馆里触摸历
史的脉搏，要么走进古镇小巷、集
市、灯会、庙会感受人间烟火气，要
么去到城市的街角寻找一家网红
餐厅、咖啡店。

在享受旅程的过程中，亦能获
取新的知识。那些美食、美景，旅行
中的趣事和新奇的体验，都能成为
朋友圈里引起探讨的亮点话题，大
家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动中，增强
了社交黏性。

春节，去有风的地方“追寻风”，
何尝不能获得“过年”的超强满足感？

这几日，街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

歇业的街市重新开了张，各行各业陆续开始了新

一年的忙碌，许多在异地打工的朋友也都陆续返

程。

明明近乡情更怯的惶恐和期待依稀还在心头

盘桓，顷刻便已布满了离乡的忧愁。也许在家的

时候，有人嫌父母唠叨，有人嫌亲戚多事，但真的

要离开了，心中却是“恋恋不忍舍”。于是，大家忍

不住埋怨自己，整一个假期总是忙着聚会，没有好

好地陪父母说说话。

当许多人坐上开往远方的列车，看着站台上

一幕幕送别的画面，心里忽然还想再听听父母的

唠叨——哪怕被他们数落，那也是一种幸福啊！

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一年到头也就能回

家一趟两趟——虽然从想家到回家再到离家的这

段日子，心情总是起起伏伏。

对于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想家是一种生活

的常态。“君问归期未有期。”所以平时总是数着日

子，盼望可以早点过年回家团聚，但好不容易抢到

票可以回家了，却因为事业未成，姻缘未就，又有

点害怕回去，不知道回去该跟父母说些什么。而

且离家越久，越是忐忑。

候着归期终于回了家，看到父母鬓边新添的

白发，总想对他们好一点，让他们开心一点。然

而，彼此间的谈话总是“不投机”，常常以笑声开

场，以争辩收场。因为父母说的儿女不爱听，儿女

说的父母也觉得不中听。对于那些未婚人士来说

尤其如此，父母总操心着他们的婚事，以至于催婚

成了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说得多了，儿

女们不胜其烦，当有朋友招呼出去玩的时候，便乐

得溜出去图一清静。到后来，与父母说话聊天的

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其实，无论父母或者子女，都

是爱对方的，所有吵闹的背后都是因为关心，只是

忘了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

而时间这个淘气的家伙，该快的时候不快，该

慢的时候不慢。儿女们刚刚适应与父母相处的模

式，眨眼之间，假期就要结束了。等到离家的那一

刻，行囊里装着的是父母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妥当

的衣物和各种儿女们平日里爱吃的东西，脑海里

装着的则是父母反反复复的叮嘱：“在外面要好好

照顾自己，不要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天冷的时候

要记得多穿衣服”“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提前打个电

话”……字字句句，满含着父母对子女的爱。

万物有灵。许是感受到父母的不舍，春节里，

天气也是反反复复，时而雨，时而雪，时而又晴空

万里。突然而至的寒潮，让年轻人返城的脚步顿

了顿。与子女焦躁的心情不同，父母嘴上不说，心

里却有一丝丝窃喜，因为多留子女在家住一晚，可

以多看他们一眼。也无怪乎有人说，年是个很有

意思的东西，年年过年，但年依旧是新年，就像儿

女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眼里永远是个孩子。

记得有一年春节假期结束时，我打电话与一

位远行的朋友道别，正聊着，却听见电话那头她母

亲在旁边不住地问着：“明年你什么时候回来？”声

音很轻，但落在人心里沉甸甸的。曾经我在西安

读书时，每次离家父母也是这么问我的——这不

由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写过的一个句子：我们走得

出父母的视线，却永远走不出父母的思念。

对于父母来说，儿女离家之日，便已开始了他

们回家的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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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春节，是一场生活方式的角逐

春节，最温暖的两个字是：回家。
有亲人在的地方就是家，无论是从南到北，自

东往西，还是从天涯到桑梓，从海外到故里，都渴
望着春节的那份团圆，渴望着那份团圆的亲情。
惟有那份亲情，才能安抚平日里焦虑而孤独的灵
魂。所以，春运的归家大潮，任由千山万水也无法
阻挡。

家，成为游子们最心安的期盼。是盼望那件
新衣裳，还是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是想念父母、
兄弟姐妹，还是想念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是
与亲人一起吃的那餐年夜饭？那些火花一直在心
头闪烁，照亮了每一个日子。平日里我们艰难打
拼，是为了除夕夜与家人相聚；平日里我们节衣缩
食，是为了春节回家与亲人同乐……无论时光流
转，无论人事代谢，这亘古不变之情已化成深厚的
情结，根植于我们的骨髓之中。你想啊，在这天寒
地冻之时，与家人一起围着火炉，嗑着瓜子，品着
香茗，有说有笑，是那样的自然随意，是那样的舒
心踏实，一切烦恼忧愁都丢到脑后，一切荣辱兴衰
都化为烟云，没有了客套，没有了做作，惟有欢欢
喜喜地收看春节联欢晚会，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
愿。这个心愿源自刻骨铭心的亲情情结。这个情
结，一到春节，便像鲜花一样缤纷地绽放。

家，这不正是我们最深沉的向往吗？
有人说，在中国，离开了家，一切就成了无本

之水、无源之水。而在亲情情结的基础上产生的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强大的精神黏合剂，凝聚
着中华民族生活情感与追求。无论是背负着历史
传统的老人，还是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留下烙印的
新生代，都由那不变的血缘关系和亲情系连着。

家，总是我们可以最后退守的地方。
有人说，如今的年味变淡了。是啊，人民的物

质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并不稀奇；香车宝马，时装豪宅，也非天方夜谭；唱
歌进歌厅，跳舞入舞池，实在是司空见惯。以前，
孩子们常常盼望过年，如今物质生活丰富了，天天
像过年。而且一年四季有许多节日，老人、孩子、
男人、女人，各有其节，各得其乐。单从物质层面
看，平日与过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春节却
不能用任何方式来替代，春节是最具民族风味的
节日，能把分散的人聚拢，使散淡的情相融。春
节，已经超越了节日的概念，唤醒了根植于我们心
底最温馨的情感。当然，时代在变化，生活在更
新，年俗也在发展。从煮腊八豆、熬腊八粥、祭灶、
贴门神、放鞭炮，到春节晚会、电子贺卡、黄金旅行
周、抖音拜年，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习俗正在悄然变
化，不断推陈出新。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生活如
何更新，家永远是心灵的归宿。回到家中过年，行
止在亲人的目光里，沉浸在亲情的温馨中，我们才
有心思为自己设计更加美好的未来。

家，永远是情感最好的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