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杨

纪录片《舌尖上的新年》里有这样
一段话：“年味越来越淡，只因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年夜饭失去了吸引力
……母亲每到过年就问，吃什么呢？
你们想吃什么呢？儿女都说随便，您
随便做。只好年年依旧。”

如果要问什么时候年味儿最浓，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小时候”。我们不
得不承认，“年”正在被模板化，走完固
定的流程，年也就过完了。但是年味
真的变淡了，还是我们不愿意去耐心
体会平凡的幸福，并创造新的年味儿
了？

如果浓郁的年味儿只存在于记忆
里，那将是件多么遗憾的事儿。如今
年轻人已经是“年味”的主理人。他们
说：“越长大，就越想好好过年。”“让年
味，只留在记忆里”，这届年轻人可不
同意。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如今
的年轻人爱搞活儿也注重仪式感，看

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散，也擅于在
与世界交手的过程中寻找新的可
能。还记得那条爆火的热搜：一名

“95后”女孩花了10天，在VR虚拟世
界里复刻了北上广三地的庙会。年
轻人花样过年的消息立刻就引起了
一大波关于“年味回忆杀”的讨论。
对于年味儿，年轻人绝不满足于调取
记忆里的美好，而是更愿意结合当下
时兴的潮流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年味
儿追回。他们知道，在传统之上加入
新鲜元素，才会让年更有过头，更有
盼头。

最近看到网上有个“做过年大艺
术家”的征集，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
好。艺术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被束
之高阁的谈资，艺术应该进入生活，生
活美学也不是一种高调，而是潜藏在
饮食起居、人情世故和日常生活的细
节中。

自称“年夜饭大艺术家”的丢酱
说：“今年打算留京过年。除夕那天，
朋友们准备齐聚我家，大家‘众筹’年

夜饭，每人做一道菜，搭配《甄嬛传》
bgm，想想就会是个欢闹又团圆的
年。大家都感觉自己吃了一年的预制
菜，年夜饭得大展拳脚。能上菜谱的
菜，都是精挑细选，好几道菜互相角逐
才产生。”

自称“全家福大艺术家”的Cathy
说：“全家福该是过年最重要的一个

‘物料’了。 今年我给一家人都下单
了红色系衣服，连小猫咪都是红色系
穿搭。过往的年，家里常常是沉默的，
如同家人的爱。沉默往往会带来误
解。如今，我想用最浓烈的爱，就像穿
在身上那抹红一样，将家人们聚拢在
一起。爱，会消弭一切。”

自称“旅行大艺术家”的李尔说：
“说走就走的旅行，合拍的旅行搭子在
网上早就找好了。目的地是哈尔滨，
冰天雪地里拍一组艺术照。今年是我
独自生活的第一年，我想用脚步证明，
我是勇敢和自由的。”

自称“拥抱自然大艺术家”的沁
说：“去年在杂志上看到一个地方，那

里‘没有时间’，不需看钟表，更不赶时
间。人们的目光，对着大海、雪山，还
有星空。我在地图上标记了这个叫索
玛诺伊岛的地方，期待和朋友在那里
看着星空，倒计时迎接新年。我常常
感到被困在996里，这个春节决定勇
敢出逃一次。”

自称“新年战衣大艺术家”的赵婕
说：“翻箱倒柜，给自己整一套‘新皮
肤’。玩起爆改，一把剑，一身古装，穿
上‘新年战衣’，龙年春节主打的就是
复古回潮。”

人生苦短，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
变成审美的存在，把自己的人生塑造
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的确，年味儿
就藏在我们生活的各处，而新一代年
轻人也正积极地在用更新潮的玩法解
构年味儿、重塑年味儿。

在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现
在，年轻人确实把过年演绎得越来越
有意思、别开生面了。看到了年轻人
的种种过年新玩法后，巨量引擎、新华
网与抖音头部达人们也纷纷加入，在#
我们的年夜范儿#中让过年传统和创
意潮流来了一次碰撞。喜欢找新乐子
的年轻人，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过年的
新主场，大家相互分享，沉浸其中，探
寻着有意思的新年味儿。对于在外打
拼的年轻人来说，聚集起来体会过年
的滋味，无疑是一种情感的慰藉。而
当过年的玩法变得丰富有趣，相聚更
有情感归属时，传统也就生出了更多
新的可能，而这恰恰是年青一代为春
节注入的新意涵。

正如“三联生活实验室”的一文中
总结的那样：如今，在种种仪式感里占
据C位的年轻人，正和春节进行着双
向奔赴。他们知道，与其因循守旧，不
如趁着现在，趁着这个新年，寻找自己
的年夜范儿。因为正是这些闪亮的时
刻，呈现着过年时的欢乐，守护着最纯
粹的年味儿。这些年夜范儿，在让我
们享受春节假期的同时，也会成为一
股精神力量，让我们“血槽回满”，开始
新的一年。

我们怎么庆祝新年，就怎么庆祝
新生活。好好过年的人，是幸福的。
好好过每一天的人，就是生活的大艺
术家。

赶完大集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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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如今的年

味儿越来越淡了，其实

年味儿从来没有淡过，

只是贴合时代的洪流换

了种形式而已。年味儿

就藏在我们生活的各

处，而新一代年轻人也

正积极地在用更新潮的

玩法解构年味儿、重塑

年味儿。

小时候的年，千篇

一律；如今的年，各有千

秋。当年轻人成为新年

的“主理人”，可以主导

过年的仪式，认真对待

生活，用心对待自己和

所爱的人，那个充满团

圆、爱、欢乐与自由的传

统节日，守护着最纯粹

的年味儿。

我们怎么庆祝新

年，就怎么庆祝新生

活。在哪里过年并不重

要，年夜饭吃什么也丰

俭由人，过年最重要的

是家人团圆的幸福、灯

火可亲的浪漫。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

候年味儿最浓——我

会回答，是现在，是当

下，是用心活过的每一

天。好好过年的人，是

幸福的。好好过每一

天的人，就是生活的大

艺术家。

你准备好怎么过年

了吗？希望龙年春节，

我们都能过出新意和心

意。愿我们的幸福不是

一瞬，而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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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正与年轻人正与““年年””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 白莉 文/摄

时间的脚步紧俏又轻悄，兔年就要过
去，龙年就在眼前。入住新家的第一个年，
一定是要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而且还要与
往年有所不同。

过年离不开花，而自搬进新家以来，我
没有一天不是在折腾花花草草，现在可以
说是满院花开也不为骄傲自满，花自是不
消添了。

过年离不开春联，老杨天天写大字，大
红胭脂纸一展杨氏毛笔字，春联不就有了
吗？自己写的春联，那才是对家的体己和
量身定制，一笔一画都是咱自己家的味
道。这个任务非老杨莫属。

过年离不开吃吃喝喝，儿子今年刚入职，
今年过年的吃吃喝喝包给他吧！第一次用自
己的收成来包办家的年，这样的年，对儿子来
说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包办年夜吃喝这个
风头，做父母的绝对不能和孩子争。

花儿有了，春联有了，吃喝有了，这年
不也就有了吗？

把写春联的想法与老杨一沟通，老杨
就像当年我说打算要嫁给她一样，想也没
想立马同意了。拨通儿子的电话，我支吾
着把那本是一目了然的中心思想说了个拐
弯抹角，没想儿子却能马上听懂而且爽快
地答应了。

没几日，儿子和老杨分别在咱家三口
那个“熊大熊二光头强”的群里传来了阶段
性喜讯：熊二已在沃尔玛订好了除夕夜的

“饕餮盛宴”。因头发少而得名的“光头强”
老杨手写春联也思忖好了上下联，就差横
批没想好。

我，作为家庭主妇，自是有特别的礼物
献给这个年，心想着高低得拿出个“才艺”
来秀秀。这两年我爱上手工活，周围充斥
的是钩针、细铁丝、花艺胶带、热熔胶棒、橘
色、咖啡色绿色的线……

环起6针短针拉紧线圈，第二圈6个短
针加针，第三圈隔 1 加 1，第四圈隔 2 加
1 ……一个橘色的小球诞生；起锁针 13
针，加入细铁线，回钩 1 个短针、2 个中长
针、6个长针……一片叶子完成。

橘色小球 36 个，叶子 72 片，花萼 36
个。缠花秆、缝叶子、粘花萼……两天时
间，我的新年礼物登上了台面。

橘色的小柿子挂在咖色枝干上，是大
地的颜色正盛开着丰硕。黄绿的小叶子对
对侧生，是冬天的厚棉被不小心漏出春天
细嫩的小脚丫。柿子三个一小串、九个一
枝，四九三十六一共四枝，垂垂地插在青花
瓷花瓶中，满满的中国年味道。

老杨研墨书写：小院有茶有花，桌上有
鱼有虾。他看了一眼我急急赶上的新年礼
物，一笑。横批四字：柿柿如意。

我笑着仿佛看到了大年夜，老杨写的
春联盈盈贴在门上，儿子包办的鱼虾已上
桌，柿柿如意的青花瓷瓶袅婷地立在桌边，
好一个安乐祥和家家幸福的中国年。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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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完买完，等着过年，南北一处，真就过成了个普天同庆。北方人是饺子老酒推杯换
盏，海南人喜欢一大家子围坐一圈，打边炉，除了小青橘和黄灯笼辣酱是必备调料，其他丰俭

皆宜，吃过年夜饭，就又翻开了一春。

■ 沈荻

今冬最火的两个旅游地，恰是一
北一南，南方小金豆们纷纷跑去哈尔
滨感受冰天雪地，东北候鸟们早早地
订好机票，飞来了后花园海南。

目前身在海南的我，过年就等于
一场南北大联欢，东北阿姨们占据了
各个小区的春晚舞台，身姿挺拔，秧歌
喜庆；东北大爷每天扛着鱼竿蹲守湖
边，贤惠地买菜做饭。热爱生活的东
北人，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把自来熟和
好热闹的天性发挥到极致，那最不能
放过的地方当然还得是菜市场。

我是在逛早市儿的时候，深刻地
领悟到这一点的，作为一只晏起的夜
猫子，偶尔早起，出门溜达溜达，刚走
到商业街附近，远远就听见一片热闹

的吆喝声，拎着菜篮子和小推车的大
爷大妈们鱼贯而出。白天冷冷清清的
商业小街，此刻堆得露天席地，盆满钵
满，地上一溜儿泡沫箱。半青半红草
莓柿子，一点红油豆角，满坑满谷的茄
子萝卜，地摊旁还有小喇叭循环播放：
两根黄瓜一块钱！两根黄瓜一块钱！

路口小摊上，东北大哥正卖力地
举着木槌敲打糯米团，现做的驴打滚
儿，撒上一层黄豆粉，立等可吃，又甜
又糯；自家烙的大饼子，现煮的老玉
米，两块钱一个，扎扎实实，碳水快乐；
大叔一把蒲扇，护着案板上的熟菜，卤
牛肉、酱肘子，闪着油亮亮的光，哪怕
不买，看着都觉得这日子实在过得饱
满。

要不是摊子上也摆着绿色儿的地
瓜叶、雷公根、水芹菜，淡秋香色的百

香果、金黄橙红的芒果、紫皮儿的火龙
果，几乎以为这是穿越到了东北某个
小镇上，但这个点儿，你是绝对不会找
到出摊的海南人的，生物钟不一样，本
地朋友们还没醒呢。

拎着两套大饼油条回家，老爸问，
在哪儿买的？我脱口而出，集上。想
了想，又更正，是早市儿。

热闹归热闹，比起正宗的东北大
集，到底差了点儿寒冬腊月里那份儿
热气腾腾的年味儿，在海南非不想为，
实不能为也，东北的大爷大姨们，尽力
了。

对于东北人爱赶集的天性，我是
有一点儿认知的，多年前曾经在黑龙
江一个小城赶过集。临近年节，一条
小街热闹非凡。足有半米多长的大鱼
席地而放，垒成冰山；蔬菜娇嫩，得堆

在卡车车厢里，用厚棉被盖着；半片大
猪竖吊在铁钩上，老板磨刀霍霍，下刀
麻利，咔嚓两下，肉是肉，骨是骨；各
类活禽关在铁笼子里，咯咯哒哒，叫声
洪亮，好比鞭炮。

年画儿、春联儿，红艳艳地铺在雪
地上，打眼又喜庆；冰糖葫芦在草靶上
扎成刺猬，冻梨冻柿子，黑漆麻乌不起
眼，买回去搁水里泡软，可以拿吸管吸
着吃；各种雪糕、冰激凌露天成箱摆
放，略一驻足，就会收获一个盆，随便
抓，论斤秤，我说我就买一个尝尝。老
板打眼扫我一眼，挥手，拿走，不要钱。

大集上到处是吃的，一块钱一碗
的豆花，现炸的油条油糕、烤冷面、大
饼子、黏豆包……从街头逛到街尾，本
来冷得直打哆嗦的我，竟逛出一身热
气，哈气里都是油炸糕的糖香。

海南人过年也赶集，但没有特定
的日子，仍是一早一晚。早市不早，总
得七八点后，农民们才担着青菜来城
里卖；晚市不晚，下午三点之后，午觉
睡醒了的海南人就会慢悠悠地来出摊
了。虽然种类跟平时差不多，但周围
村子里的人，到了过年前夕，通常都会
到城里来采买，菜市场和超市就比平
常热闹一些，生生将穿着大T恤大短
裤的热带营造出了三分节日气息。

比起北方人对赶集的仪式感，海
南人更重要的目的是“做节”，逛得快
乐，南北共通。好多海南本地妇女，身
上挂着两只小皮猴，左手右手，拎得满
满当当。此地风俗，男主休闲，女主内
外，除了必买的鸡、鱼、蛋和水果，用以
做祭祖之用，还得买鱼、海鲜、各种蔬
菜，再买一些农家酿的山兰酒，糯米做
的薏粑、红糖大年糕以及给小孩子的
甜粿咸粿。薏粑里头是芝麻花生馅
儿，三块钱一个，我逛菜市场，常手执
一只，边吃边逛；一整块黑糖糯米做成
的红糖年糕，圆墩墩，又黏又软，没法
动刀，得用细绳子来切，是海南人过年
祭祖的必需品；甜粿咸粿，有点像我老
家的炸麻叶儿，酥脆，香，是用来糊弄
小孩子的最佳零食。

逛热了，就在市场边儿的小摊
上，来一碗八块钱的椰奶清补凉，绿
豆红豆莲子薏仁西瓜百合，冰，凉，
甜，一碗下肚，汗消暑尽，已然分不清
春夏秋冬。

逛完买完，等着过年，南北一处，
真就过成了个普天同庆。北方人是饺
子老酒推杯换盏，海南人呢，喜欢一大
家子围坐一圈，打边炉，除了小青橘和
黄灯笼辣酱是必备调料，其他丰俭皆
宜，吃过年夜饭，就又翻开了一春。

橘色的小柿子挂在

咖色枝干上，是大地的

颜色正盛开着丰硕。黄

绿的小叶子对对侧生，

是冬天的厚棉被不小心

漏出春天细嫩的小脚

丫。柿子三个一小串、

九个一枝，四九三十六

一共四枝，垂垂地插在

青花瓷花瓶中，满满的

中国年味道。

寻找自己的年夜范儿寻找自己的年夜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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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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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