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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是 在 婆 家
过的年，这是老家
这边的风俗，新媳
妇 第 一 年 要 去 婆
家。我记得去年一
直 忙 到 除 夕 下 午 ，
然后做高铁回了婆
家，那几天还跟婆
家人一起走了走亲
戚，七大姑八大姨
的。现在肚子里的
宝宝已经 5 个月了，
为了养胎方便点儿，今年过年就在娘家过吧。

去年6月，我俩决定要孩子之后，我就把北京
的工作辞了，专心“造人”，很顺利就有了。12月上旬
那会儿，妊娠反应挺严重的，孕吐特别难受，想起妈
妈做的饭，就想吃的不行，所以就从北京跑回来了，
然后一直待到现在。孩子一天天长大，也不想来回
奔波了，怕动了胎气，所以今年春节就好好在娘家
过吧。

前几年我去日本学美发，没有回家过年；回
国之后第一个春节因为是新婚，肯定是要去婆家
的，所以这么算算，好多年没跟爸爸妈妈一起过
了。不过今年不是怀了小粽子么，我和老公就跟
婆家人说了说我的想法，他们也挺理解的，就让
我俩待娘家啦！我和他恋爱谈了9年，然后顺利结
婚，公公婆婆早就对我知根知底了，更何况他们
本来就是通情达理的人。

其实老公和我想的一样：一切为了孩子。反
倒是我妈经常担心，怕婆家误会，觉得在娘家过
年是不是不好，所以我妈也让老公跟婆家解释了
一下。两家人互相都很熟悉了，也都是明事理的
人，所以也没产生什么分歧和误会。婚姻牵扯到
两个家庭嘛，平时难免会有些摩擦，想法不太一
样的时候，沟通很重要。

希望今年能跟爸爸妈妈过个好年，我要吃好
多妈妈包的饺子！ 刘少阳整理

“有的人买不到票不能回家，有的人为省钱不
回家，有的人没时间回家，我却为回谁家过年冷
战吵架。”

一则网络热帖吸引了众多同感者跟帖。回婆
家OR回娘家？让人纠结。

相比彼等，我比较洒脱，暂无此类问题困扰。我
家在中原边陲南阳，民俗浓郁，虽然我家与岳父母
家相隔很远，但习俗基本相同，除夕和初一女儿不
能见娘家人，故每年我总先到岳父母家送上年礼表
示孝心，全家都回到乡下父母身边，年后复返城市，
再到岳父母家相聚拜年，年年岁岁，大致如此。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过年意味着团圆和高兴，
除了大快朵颐，更少不了儿女们承欢膝下。按照
民俗行事，妻子随夫婿回家过年天经地义，除夕
全家团圆，初一敬祖及本宗相互拜贺，娘家是亲

戚，正月初二以后方可走动。随着独生子女夫妻
以及跨地域婚姻的增加，很多已婚小夫妻过年都
犯了难：去了婆家，娘家冷清；回了娘家，公婆
不高兴；怎选都是难事。

究其源，深层次的原因是民俗传统思想与现
代女权主义的冲突。新时代的女性认为自己是具
有独立人格的人，再不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
的水”，她们认为男女平等，自己也要带上老公孩
子回娘家团聚无可厚非。

社会学家和网友纷纷支招：婆家过年娘家拜
年、婆家娘家轮流坐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婆家娘家一起过、旅游避开回两家、上班挣3倍工
资均不回家等方案百态，貌似追求权利公平，实
则远离了“享受亲情快乐过年”的初衷。

全家和睦全家福。过年为什么？图的是团聚，是
亲情，要以当地民风民俗的传统现实为基础，夫妻
之间爱为贵，都要通情达理，预先交流好，在回谁家
的问题上不以权利和公平为目的，要以亲情为重，
家庭为要，快乐为首，善于换位思考，能妥协有共
识，才能化解矛盾，增进感情。青年人应多和双方父
母沟通，取得谅解支持，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譬如
负起责任照顾有病弱残逝的一方，倾斜平素去得少
的一家等，尽量做到都能承欢跟前，让两个家庭都
能满意，和和美美欢天喜地过个温馨年、幸福年。

■路漫漫

快乐为要
■■路漫漫路漫漫

快乐为要快乐为要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魏魏 笑笑 北京北京 形象造型助理形象造型助理

春节眨眼又来到

谁家过年论不休

娘 家

“今年你上哪儿过年？”结了婚后
才知道，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
原来也有诸多美妙之处，例如上面的
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是“70 后”。论传统，我们游
走于所谓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这
代人成年时正是改革开放初见效果的
年代，传统文化正在被各种外来的文
化挑战和融合，这些使得我们这一代
人在认同传统文化希望其发扬光大的
同时，又对其中的陈规陋习表示厌恶
和反对。就过年一事，我曾在朋友圈
内做过调查，大家内心里基本都希望
能陪自己的父母过年，但碍于传统，
不得不跟先生回家。

姐姐和我都在北京成家立业，姐
姐的婆婆已经97岁，在浙江老家，老
人家那么大岁数，姐姐陪姐夫回家过
年无可厚非。我婆婆家在哈尔滨，每
年也只有过年能和儿子团聚。按道理
我们都应该上婆婆家过年，可是想着
自己的爸妈除夕夜独自在家吃饺子看
春晚，没有子女陪伴，我的心啊……

话虽如此，我们家算是比较特
殊，婆婆虽然希望我能回去一起过

年，但是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和我
的身体状况，每年过年她都没有特别
的强求，只要先生回家就好了。我这
两年怀孕生女，有两年没有回婆婆家
过年。我公公婆婆身体还行，再加上
东北冬天太冷，我们也曾把他们接到
北京来过年，这样两边都能照顾到。
整体来说，我们家算是圆满，既没耽
误让他们与儿子欢聚，也没耽误我孝
敬父母的心。

去年，我们
在北京买了个小
户型给公婆，这
样他们在北京有
个 落 脚 的 地 方 ，
也可以和我们一
起过年。想着这
些 我 就 觉 得 幸
福。结婚 10 年，
一到过年就头疼
的 问 题 终
于解决了。

我把婆婆接来住
■周 颖 北京 媒体人

春节是一种味道，春节是一种对
家的思念。因此“每逢佳节倍思亲”
便成了脍炙人口的佳句。2014年春节
在即，虽说提倡节约过节，可我和丈
夫还是准备了一些年货，打算回公公
婆婆家过春节。

我娘家住在县城，与我家相距不
远，平日里总是来来往往，常去混吃
混喝，可一到春节，还是想回爸妈家

去过。特别是结
婚的头一年，在
去谁家过春节的
问题上发生了一
些摩擦。我坚持
到 娘 家 去 过 春
节，丈夫执意到
婆 婆 家 去 过 春
节 ， 我 不 肯 让
步，丈夫也不妥
协，就这样从腊

月二十三
僵持到腊

月二十八，争论未果。二十九那天早
晨，我说，要么你去你妈家，我去我
妈家，要么，咱俩就自己在家过，谁
家也别去。

我们正在争论，忽然听到敲门
声，开门一看，原来我爸妈来了。我
俩紧忙硬装“正常”，可还是没有瞒
过老爸的眼睛。“你们是不是因为啥
事吵架了？”老爸严肃地问。还没等
我开口，丈夫便来了一个“恶人先告
状”，把我们争论的事，一五一十地
全盘托出。老爸说：“这事不怪你
们，要是我和你妈早来一天，你们就
不生矛盾了。你大姐、二姐她们都去
婆婆家过春节了，就看你们啥时走
了。人都有双重父母，年节都需要看
望，特别你丈夫又是人家唯一的儿
子，说不定现在正在家里盼望着你们
回家呢！”说到这里，丈夫连连点
头，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仍没有完全
转过弯来。

“是啊，咱得换位思考，将心比
心，咱家你弟弟要不回来看我们，咱
大家会咋想呢？”老妈语重心长地劝
说。

听了爸妈的劝说，我彻底妥协
了，丈夫乐了，老爸老妈全乐了。于
是我们带着年货去婆婆家过春节了。
打那年开始，连续10年，每年我和丈

夫都回婆婆家过春节。过了初
三再到娘家拜年。就这样，双

方老人都高兴。我们体
会 到 ： 双 方 父 母 心 中

装，去哪儿过年都
无妨。

陈希国摄

爸妈劝我回婆家
■陈青莉 吉林省九台市电视台职员

爸妈劝我回婆家
■陈青莉 吉林省九台市电视台职员

2014年春节是我与
老公过的第二个春节。对

于在谁家过年，我们还是沿
袭传统，年三十在老公家过，初

二后，打算再回我家。
去年是我最难忘记的一个春
节，那时母亲刚去世一个月，

我心里非常难受。与老公

只是领了结婚证，并没举办婚礼仪式。
但老公一家人怕我睹物思人，我家里又
太冷清，就要求我一起与他们过的年三
十。现在想想真感谢老公一家人。老公
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有大哥，有
小妹，还有爷爷奶奶，大家都很疼我，
温和的婆婆、慈祥的爷爷奶奶，可爱小
侄女，总之一家人那浓浓的过年气氛，

让我很快忘记了伤心，并很快的融入这
个家庭中，所以今年想着还在婆婆家过
年三十。

以前每到年三十，都是我与妈妈一
起包饺子，现在妈妈走了，想到没有妈
妈的陪伴，爸爸孤单的样子，心里就难
过，想陪爸爸过个年，哪怕就随便聊
聊。这个想法其实真说出来，老公一家

都会赞同的，可一
想到在我最难过的时
候，老公一家人对我的照
顾，现在又怀孕 4 个月，怕出
去公婆爷爷奶奶担心，就不好意思
张口了。但心里还是想明年能带着
小宝宝一起陪爸爸过年三
十。

因我与妻子都不是独生子女，不会像有些朋友
家那样，为了去谁家过年三十，争来争去。对我

来说，年三十那一晚在哪儿过都一样。只要一
家人和和美美、快快乐乐的就行了。

不过，总还是要去一家的，传
统习惯都是年三十在男方家过吗？

呵呵，主要是我家中人都爱说
笑，人多，热闹，而岳父内

向，不爱说话，所以我与他交流的相对来说少。我俩
结婚后，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真要说在岳父家
过年三十，父母也不会有意见。真要我拿主
意，我认为两家人在一起过，最好，那才
热闹。 年三十，图得不就是个热闹、
喜庆吗？更何况我们又有了小宝
宝。

徐 励整理

■■张张 君君 新疆伊犁国民村镇银行客户部经理新疆伊犁国民村镇银行客户部经理

我老家在安徽芜湖，工作在西藏
拉萨，妻子在四川南充，岳父母在四
川最南端的攀枝花，是个典型的“四
地分居”军人家庭。因此，当每年有
限的假期来临时，我和妻子总会忙碌
奔波得更多些，却乐不知疲。2014年
的年假正好赶上春节，我和妻子决定
轮流到我父母家和岳父母家团年。

当今的“80后”小家庭成员，多
为独子，常年在外地甚至外省独立工
作生活，因而每年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就变得屈指可数。对于工作性质特殊
的广大基层军人家庭而言，每年的假
期集中且更为有限，加之休假按照计
划安排并遵守纪律章程，能隔年或几
年回家团年或赶上父母生日，都已经
实属不易。

妻子是个教师，相比同龄人，所
幸每年有着两个假期，更有幸的是她
非常知书达理，每年一般她会选自己
的一个假期来部队探亲。至于我的年
假是否恰好赶上她的另一个假期，她

却从不介意，因
为她理解并支持
我的工作。对于
双方父母，妻子
也很懂事，2011
年 婚 后 第 一 年 ，
我假期正好在春
节期间，我正犹豫纠结究竟去攀枝花
还是回芜湖团年，她便主动提出到芜
湖与我父母团年，并为我正月初三过
生日的父亲精心准备了一份贺礼。此
举令我十分感动，也更加体谅爱护妻
子。

从此，我和妻子就过得更加温馨
和睦。以我和妻子的经济条件与精力
而言，确实不可能大年三十和初一打

“飞的”往返双方父母家，只能轮流
在两家父母家里团年，其他传统节日
和双方父母生日也尽量兼顾。其实父
母家人健康快乐，就是我们做子女的
最大心愿。

黄自宏整理

■昌 波 拉萨某部军官

辗转四地忙过年

和 往 常 一 样 ，
我们夫妇俩今年春
节，初一去娘家，
初二回婆家。

同汉族春节一
样，蒙古族的习惯
也是除夕夜在婆家

吃年夜饭， 初二回娘家看望父母。
然而，就是这个大家都默认了的、不
知这样过了多少年的习俗却让我和妻
子大为头疼。结婚头一年，我们就不
知该如何安排这个年。

我家有哥姐，妻子家却只有一个
姐姐。我和妻子在家都排行最小，父母
关爱有加。如按常规，我和妻子初一在
我老家太仆寺旗过年，妻子的姐姐回
她自己的婆家过年，这样一来岳父家
过年时就显得太冷清了。放在平时，老
人知道儿女忙，也不会计较这些。可是
过年就不一样了，老人讲“过年过人
气”，就愿意子孙满堂热热闹闹。

我与妻子左思右想，商量出一个

办法：何不来个换位式，初一去娘家，
初二回婆家？初一那天父母家有哥哥
嫂子作陪，初二那天岳父家则有妻子
的姐姐一家为伴，这样几位老人都不
会感到寂寞，也填补了他们的遗憾。

这个想法虽然好，却使我们两家
都很难实现大团圆。没办法，只有另
约时间了，谁叫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
经呢。

说起来，头年还真觉得别扭，我
做了岳父的“儿子”，妻子做了我父
母的“女儿”。由于事先未说，当我
们到家时，让老人足足惊喜了半天。
他们欣喜地埋怨道：为何不先说一
声，也好让我们准备准备。

几年过来，我们都坚持按照这个
量体裁制的“规矩”执行，也算尽了份
做儿女的孝心吧。其实“回婆家还是回
娘家”的困扰在多数家庭里都存在，也
没有谁能想到两全其美的妙方，无非
都是在家人间讨论沟通、权衡协调。

本报记者 贺 勇采写

■哈 达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 职员

尽力而为尽孝心

婆 家

两 头 跑

沿袭传统没的说沿袭传统没的说沿袭传统没的说

■孟素梅 中国农业银行新疆伊犁兵团支行会计主管■■孟素梅孟素梅 中国农业银行新疆伊犁兵团支行会计主管中国农业银行新疆伊犁兵团支行会计主管

””
““ 年关临近之际，往往是夫妻和恋人们

最为头痛、最为取舍不定之时。过年，到
底回婆家还是娘家？处理得不好，会让很
多家庭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

妻

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