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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北 京

人，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
在北京度过的。
1929年我出生时的北平，当时政治

和经济还较稳定，因父亲在法国人办的平汉
铁路做列车行李员收入还不错，小时候我最快

乐的事情就是过大年，因为可以穿新衣服，吃点
儿好的，还能得点儿压岁钱。

记忆最深的有几件事：
祭祖。每年腊月三十除夕前，家中要在屋中设置祖

宗牌位和祖父祖母的照片，全家人穿上新衣服，若没置新
衣服也要穿戴整洁，在长辈们的带领下祭拜先祖，那种庄

严的仪式至今铭刻在我脑海里。因此，自幼受到要懂得报恩
的传统教育。

拜年。正月初一，是长辈们带着我们到各家亲戚长辈、
街坊邻居家拜年的日子。我岁数不大时，也学着大人说上几
句吉祥话儿，给人作揖、磕头。大人们就会给点儿压岁钱。

美食。那时的美食与现在的美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能
吃上炖肉和白面包的饺子、馒头，就是最美的事儿了。论当
时过年的习俗，是从初一到十五不能动刀剪，有的大户人
家，在初一前就将过年期间的炖肉和馒头做好，放到院子里
的大水缸里，上边盖上盖子，再压块大石头 （为了避免被
猫偷吃）。那时的北京冬天特别冷，院子里的水缸就变成

了天然冰箱。条件好的人家，水缸里的炖肉和馒头足够
全家人吃到正月十五。

娱乐。过大年时，大人们会聚在一起打打牌，
那时候玩儿的有麻将，也有牌九，各家各户都以

此为娱乐项目，我们小孩子们就满屋满院子的
串门，看人家打牌。

这样的好日子，到 1937 年日本人
占领北平就戛然而止了。抗战胜

利后，我去张家口加入共
产 党 ， 参 加 革

命 ，
此后便投入到革命、
经济建设及之后改革开放的
洪流中。更多的时候，过大年是伴
随着工作度过的，儿时的温馨春节渐行
渐远。直到近几年，正式离休后才又体会
到过大年的滋味。

现在的春节与我儿时相比，简直是天翻地覆
的变化。

单说物质极大丰富这一点，只有你想不到的，没
有你买不到的东西，从专卖店到各大超市，诸多的商品
琳琅满目，让人挑得眼花缭乱。近几年，提前预订选个特
色餐厅邀全家吃顿年夜饭，成了既省操劳，又享受服务的
美事。再说人们的精神享受也空前提高，多元化的娱乐形式
不计其数，大人和孩子们可由着性情选择过年方式，而社会
资源与服务功能的多元化，让人们实现各自愿望更加便利。
再有人们的沟通方式更是日新月异，仅仅说拜年，从走访到
电话、视频、微信拜年等……几年工夫，已让人目不暇接，无
论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能让您瞬间仿
佛身临其境。眼下，我也在学习使用微信，咱得使着劲儿地
追赶，才能跟上快速变化的时代。

不过，我也常常怀念儿时过大年的淳朴民风，比如那时
祭祖的庄重感现在没了、各家各户相互登门拜年的亲近感
没了、亲朋们都聚在一起欢乐的亲情淡了……现在过大年
似乎更像度个长假，人们的选择多起来，年味与温情却
少了，触动人们心灵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我常想，对
于拥有好几千年历史的京城民俗文化，是否能好好
地整理挖掘，想方设法地可持续弘扬下去呢？

（作者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北
京市政协主席）

2 月 9 日，北京电影学院 2014 年艺术类
招生考试正式开考。据了解，今年北京电影
学院 10 个艺术类本科专业共计划招生 513
名，与去年持平。在各招考专业中，表演依旧
为热门专业，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 10％。图
为前来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类招生考试
的考生们。 赵 冰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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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的辞旧迎新，有了点不一样的变化！贴对联，吃饺
子，看春晚，逛庙会……这些传统习俗仍然是过年的主题。然
而今年春节的北京，烟花爆竹没那么响了，多了几个干净的蓝
天。“爆竹声中一岁除”，这份沿袭千年的传统，在人口密集的
大城市紧张地与雾霾作战的今天，开始被人们用环保、安全的
其他庆祝方式所代替。马年的春节，爆竹声小了，空气好了，
年味儿也更清新了。

【七成受访者表示不买】

马年春节的烟花销售整体“遇冷”。来自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
系列数据显示，从除夕零时至初五 24时，119指挥中心接报全市
火警比前年下降40%，比去年下降4%；供应京城市场的三家烟花
爆竹专营企业，春节备货量分别下降10%-30%；全市烟花爆竹销
量同比去年下降37.7%，燃放总量和持续时间也比往年明显减少。

“今年生意难做啊！”大年初八的烟花零售点门可罗雀，记
者在朝阳体育公园南门西侧看到，一个熊猫烟花的零售点前一
个小时也未见几人上前询问。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今年的烟花
价格与往年持平，销售量大的是鞭炮类，但大宗购买的少。“去
年这片还有8家零售点，今年就剩下我们一家了。”

对于过年买不买烟花爆竹的问题，北京某媒体针对年龄在
20至 50岁之间、在北京生活或工作的人群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115位受访者中，有七成人表示今年整个春节期间都
未购买烟花爆竹。购买者仅30人，占总数的26.09%。

燃放烟花爆竹是每天春节的“重头戏”，怎么今年就纷纷选
择放弃这一传统习俗呢？受访者中有八成以上的人表示，不买
烟花爆竹最主要的原因是“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影响很
大，放完烟花爆竹空气很差”。线上线下的长期环保宣传使得人
们对于烟花爆竹的污染危害都有较清楚的认识。1月 30日除夕
当晚，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通过微博发起“不放烟花爆
竹，从我做起”倡议，获大量网友转发；在微信等社交媒体
上，市民也纷纷为“不放烟花爆竹”点赞，倡议大家少放烟花
爆竹，共同爱护北京的蓝天。

【“破五”燃放总量下降】

按照民俗传统，“初五”当天要“破五”，即要破除过年期
间不得争吵、打骂小孩等各种禁忌，也要放鞭炮驱除穷气晦气。

2月 4日初五当天，“破五”迎来了除夕之后的又一个燃放高
峰，烟花爆竹的响声自傍晚一直响至入夜。不过，今年的“破五”相
比往年仍显得“干净”了许多。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监测
的数据，燃放高峰的 21时，PM2.5的浓度为每立方米 100微克以
上，但在22时左右，部分地区PM2.5浓度就已经开始回落。

“我的家乡也有‘破五’放鞭炮的习俗，但我们今年没有回
河南老家，而是在北京过年，为了给清洁空气出份力，我们也
没有在初五放鞭炮。有些传统习俗图的就是个吉利，但是没必
要太较真，非得守着一些陈规陋习不改变！”家住西单路口北的
薛女士对记者说。

媒体调查显示，有七成受访者虽然知道家乡放鞭炮“破
五”的习俗，但不认为一定要因循守旧。同时，有46.67%的受访者
认为，这个习俗对于自己购买烟花爆竹的选择也不会产生大的影
响，由于雾霾严重以及烟花爆竹涨价等原因，他们仍然选择尽量
少购买，或者选择购买带有“环保”字样的环保型烟花。

烟花办负责人介绍，今年燕龙烟花、熊猫烟花、逗逗烟花
三家北京烟花专营企业投放了 10%到 20%的环保型烟花进入市
场。熊猫烟花相关市场负责人表示，“无硫、无烟、无纸屑、无
残渣”的零污染无硫花炮等环保烟花爆竹产品在马年春节市场
上占三成。

【节日PM2.5总体走低】

防治空气污染，已成全民共识。马年春节由于烟花爆竹的
燃放减少，PM2.5整体明显好于去年春节。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监测中心的数据，从
除夕至初七8天中，北京有4天空气达到优良级别，且未遭遇重污染。PM2.5平均浓度为
81.9微克/立方米，比 2013年的 107.9微克/立方米下降了 24.1%。而 2013年春节京城仅 3
天空气良好，并有2天空气达到重污染级别。

即便燃放最为集中的除夕晚18时至初一零时，全市PM2.5平均浓度也在140-160微
克/立方米之间，明显好于去年除夕夜PM2.5平均41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

“烟花爆竹燃放量明显减少，对空气质量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不仅仅会让主要污染物
PM2.5浓度降低，其他污染物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等的平均浓度也均有所下
降。”市环保局表示。有关负责人也指出，2013年以来一系列的节能减排措施也终见成
效，再加上春节期间天气状况较好，也对PM2.5走低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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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点点 击 京京

名 家 话 北 京

聚 焦 京 城聚 焦 京 城

为了更好地推广和发展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运动，丰富中
小学生寒假体育文化活动，迎接索契冬奥会开幕，央视体育
赛事频道与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共同主办的“冬奥开幕·5爱
冰球·分享你的冰上奇迹”活动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市青少

年冰球联赛参赛学校的60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图为2月8日，身着冰球队服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在现场合

影。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冰 球 小 队 员 迎 冬 奥

2月 8日，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白河
北村举办“高跷闹新春 共建新农村”活
动，60 名高跷表演者为人们带来新春的欢
乐。图为民间艺人在京郊怀柔琉璃庙镇白
河北村表演踩高跷。

卜向东摄 （新华社发）

民俗表演闹新春
受 天 气 及

返程高峰影响，
2月6日18时03
分，北京电网迎
来 了 今 年 春 节
期间最大负荷。
国 网 北 京 电 力
公 司 迅 速 启 动
应急预案，全力
以 赴 确 保 全 市
供电设备安全，
保障居民用电。
图 为 国 网 北 京
电 力 公 司 职 工
在 老 君 堂 变 电
站 监 控 设 备 运
行状况。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应对寒潮保供电

立春时节，北京建国门地区举行打春
（鞭打春牛）、咬春（吃春饼）活动。在民俗专
家的主持下，社区居民推选的春姑娘和小牛
童执鞭打牛，并掏出藏在牛肚子里的春粮发
给大伙儿，送上新春祝福。而后居民们一边
品尝立春美食，一边听民俗专家讲述咬春的
寓意。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立春打春咬春祈福

北京电影学院艺考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