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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晨 的
空气里，也夹杂着尘土味。

乡愁，在睁开眼的刹那，涌上心头，就
这样一整天一整天。有的时候，还延到梦里。

她躲在身体里，通过每个毛孔散发，那么
细，那么长。想用文字缓解一下她的压迫，可是，最

悲情的文字也无法描述她美丽的哀愁。
离别场景，似在昨天。相聚的日子可数，竟如同几个世

纪。每当听到亲人的音讯，故乡的消息，思乡的歌声，回乡的新
闻，乡愁的孤单的影子就成了一朵带雨的云飘在心空。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了寻梦，离别故土，寻到的却是这永不淡去的
乡愁。春节的脚步到了非洲，到了门前，只要轻轻一拉，最浓最浓的
乡愁便扑面而来。作好了准备，迎接这最醇的乡愁，酒和乡愁，在除
夕的夜晚，将融为不忍思念的狂欢。

到了相聚的时候，不似中秋月圆，天空没有星星。除夕，竟
这么让海外人无所寄托。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但，总错觉被亲情遗忘，被温情遗忘，被友情遗忘。这乡

愁，变得更沉重，更压抑了。
有人说，拥有乡愁是最美好的。思乡的时候，想到

的是最亲的人，最好的事，最暖的情。我说，拥有乡
愁是最凄美的，顾影自苦又自怜。

（作者系中国中铁埃塞铁路项
目部工作人员）

很久没有看到故乡北京的烟火了。
儿时每逢过年，我最盼望的莫过于同父母一

起站在皓雪无痕的星空下，张开双臂拥抱漫天燃
烧的烟火。我的眼睛无论睁得多大都不够用，往
往盯着东边的一品红出了神，就错过了西边的翡
翠云。本以为头顶的紫檀雾已散去，却被破雾而
出的芙蓉鸟惊艳到呼吸暂停，更不要提丁香后跃
出的赤金、宝蓝中绽放的橙黄、素银下微笑的胭
脂、竹青间闪烁的琥珀了。看到忘情时，我会抚
掌大笑，手拍冷了就伸到母亲柔软的大衣口袋里
取暖，笑累了就靠在父亲强壮的肩头。风情万种
的烟火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是美的化身。

长大后，我为了生计四处漂泊，漂着漂着就
漂到了地球另一边，一到年关就思念起京城的烟
火来。在美国，无论是费城、还是亚特兰大，无
论是新年、国庆还是圣诞，烟火场面总是冷冷清
清——若大的夜空里，一枝玫瑰凋零数秒后，下
一束才扭扭捏捏地登场，好不容易熬到四五朵小
花同台争鸣，却已是谢幕前的华彩了。这种感觉
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眼巴巴地等着一锅小火
慢炖的云母粥，等到火候差不多了，香味也出来
了，却被告知那粥是轮不到自己吃的。每当看到
身边的外国朋友为此欢呼雀跃时，我就有一种倾
诉的冲动，我想告诉他们我故乡的烟火比这里要
壮观百倍，可以把黑夜变得犹如白昼，把寒冬变

得犹如暖春，把现实变得犹如童话。可每次话到嘴边都被我咽了回去，因为我
翻遍脑海，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单词可以形容我心中景色的绚烂，望着身畔若即
若离的人群，我的懊恼与失落中又多了几分怅惘。

有时我问自己，故乡烟火的美究竟是什么呢？是妖娆的形态吗？如果是的
话，那为什么用双手触摸不到？是流动的光影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
用相机难以捕捉？是缤纷的颜色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用画笔不
能重现？是心灵的震撼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语言无法描述？
直到有一天，漂泊的心疲倦了，忍不住将它小心翼翼地剥开，
才发现里面只有沉甸甸的两个字——乡愁。

除夕夜在办公室加班的我给父母致电拜年，得知二
老正要出门，我惊讶地问去哪儿？父亲说，家里太静
了，没有过年的气氛。我们打算出城看看烟火，
就像咱仨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忽然鼻子一阵发酸，千言万语涌到喉咙，
却只哽咽出了一个“哦”字。我有多久没
看过故乡的烟火了？确切地说，是有多
久没陪父母共赏故乡的烟火了？在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忙碌中，我过得
糊里糊涂，虽然前途越走越宽，
但陪伴父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
了，殊不知生命亦如烟火般经
不起等待。我轻轻放下电话，
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开始
查询回家的机票……

（作者系在美华人）

赣中乡下过年，过年的年味很浓。到了腊月，家家都在准备过年吃的。蒸糯米饭自做
米酒，糯米是糙米，蒸糯米饭满屋都香，传说村里明朝时出了个清正廉洁的外交官郭汝
霖，过年闻到家里蒸酒香问娘：是什么香？娘脱口而出：是你骨头香，后来儿子考中进士做
了京官，骨头真的香了。蒸糯米一是做米酒，二是做冻米糖。年三十宰一头年猪，宰一只大
阉鸡，炸饼，做年糕，炒花生、薯片，贴春联。烧两碗红烧肉，香喷喷的，全鸡煮熟了插上筷
子敬祖宗，盘上泡熟的大菜作长菜（财），然后弄盘白沾鸡，说是吃了鸡笑嘻嘻，烧条红鲤
鱼，象征年年有余。

2015年的年夜饭，准备得比往年丰盛。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媳妇及孙女去妻子的
娘家一起过年。我的丈母娘2015年春节正好一百岁，大家在一起过年更热闹。老婆的
娘家就在县城，她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也都住县城，所以，大家过来一起过大年。

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就是我的丈母娘。她穿着红花棉袄，坐在上首。在赣中永丰县
城，像岳母这样上百岁的老人并不多，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也就六、七个。岳母大
人应该算是第七个百岁老人了。我们众星捧月，把她当“老佛爷”般供着，哄着，让
她开心。她没牙齿，真可说是老掉牙，三餐以吃稀饭为主，烧得很烂的红烧肉喜欢
吃，其次就是肉丸。她平时一般不上桌吃饭。今儿个是过大年，吃年夜饭，大团圆，
把她请上桌，照张一家人吃年夜饭的全家福。大孙子2014年刚结婚，百岁寿星盼她百
岁的时候抱上前孙，实现四世同堂的梦。所以，她最喜欢大家讲吉利的话：羊年大吉
大利，合家团圆，喜气洋洋，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三个外甥女外甥女婿的儿子，是
有了外前孙了，实际已经实现四世同堂。大家伙儿多么乐和，纷纷借喜庆新年，庆贺
婆婆外祖母健康长寿，提前为她老人家祝寿。

两个小舅子和三个外甥女婿最能喝酒，喝家乡的老冬酒，也是
糯米做的，米酒最养人，喝了几大碗，尽兴了。老寿星
劝他们别喝醉，下次再喝。儿子说：妈放心，
我们会把握好，今儿个是过大年，兴
奋！

（作者系江西省永
丰县人士）

超级中国的支付“场景”

近期引发中韩两国热议的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在第一
集便记录了这样的场景：一名普通的中国公司职员，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通过支付宝支付出租车费。
“构建场景”，正是移动支付巨头们吸引用户并培育用户支付习惯

的固定招式。此前，滴滴与快的打车你来我往的“烧钱补贴”，基本将
打车“场景”构筑完毕。而2014年微信在春节红包中一炮而红，既让支

付宝“眼红”，也使微信看到了自己在移动支付领域多分一杯羹的可能
性，新一轮自然拼抢在所难免。

回想2014年春节，9天时间里共有超过4000万个微信红包被领取；到了2015
年，仅除夕当天，微信红包的收发总量就达到了10.1亿次。

用户最活跃的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电子商务到线下超市、面包店，
从余额宝到水电费、电影票，从叫出租到春节红包，互联网巨头仍旧在移动支付
的各个场景内跑马圈地，以期实现中国2.17亿手机支付用户中所蕴含的巨大价值。

业内人士说，移动支付是基础，接下来第三方支付企业要尽快完善自身支付

生态体系，在提供
更多支付场景的同时，接

入更多的商业模式，使移动支付
发挥更大的作用。

布局互联网银行

“微众银行一小步，金融改革一大步。”今年1月4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考察时，前往国内首家开业
的互联网民营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见证了该银行
的首笔贷款。

微众银行由腾讯发起并控股30%，而由阿里巴巴持股的浙
江网商银行，也预定于春节后开业。

互联网银行迈出的一小步，所依托的正是其背后互联
网平台上的大数据。有专家表示，拥有数亿用户的微信和
支付宝频频发力移动支付，各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但在互联网银行的领地，腾讯和阿里巴巴才刚刚展开“想
象的翅膀”。如今，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将移动支付的经验
搬到了新的领域。据悉，微众银行未来将重点打造移动端
产品。而阿里巴巴日前也在支付宝钱包推出个人征信产品
——“芝麻信用”，通过身份特质、履约能力等 5个维度
衡量信用度，其数据大多来自支付宝本身。

“今天你抢到的红包，说不定就会影响你的信用记
录。”有业内人士表示。

国际巨头频发力

就在国内“红包乱飞”之际，国际互联网巨头苹
果、谷歌、三星也在移动支付领域跃跃欲试。

去年 10 月，苹果公司 Apple Pay 正式上线，通过带有
NFC（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模块的手机，手机和银行卡将
在真正的意义上合二为一。不到一年的时间，Apple Pay已
在美国移动支付领域占到1%的份额。与此同时，苹果CEO
库克也同马云探讨过 Apple Pay与支付宝的合作事宜。谷
歌、三星也通过完善既有的移动支付手段或收购移动支付
公司服务的方式频频发力，以图在移动支付市场挤得一席之地。

业内人士认为，与阿里巴巴和腾讯不同，苹果、谷歌作为终端厂商握有
强大的移动终端设备，在国际化、普及性、安全性上具有优势。更重要的
是，终端厂商的成功经验有可能引来国内小米、华为等智能手机生产商的效
仿，从而对线上的支付宝等产生冲击。

而在春节抢红包的过程中，“外挂”的出现也再次让人们对移动支付的安
全性生出隐忧。有用户认为，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平台，一般并不会安全退
出，一旦手机丢失，就会担心网银不安全。

“就算抢红包只是个游戏，外挂的存在也影响了游戏的公正性。何况这是
涉及到身家性命的真金白银，外挂凸显出了整个支付平台的不安全性。”有微
信用户在朋友圈直言。

2015 年春节期间，海外网联合全球华文新媒体推
出“我的家乡，我的年”春节策划，通过微信、微
博、社区和邮箱等多种方式，向全球华人征集属于自
己的过年故事。

活动开始以来，各界热烈响应，海外网各个端口均收
到大量读者来稿。截至2月24日，海外网PC端专题共计
刊发稿件128篇，其中海外来稿占1/3。除网友自发投稿
外，海外华文新媒体共向海外网推荐优秀稿件20余篇，
并积极转发海外网发布稿件，在海外华人群体中产生极大
反响。在这些稿件中，有的饱含了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怀
恋，有的流露出对回到故乡的兴奋；既有对家乡美食的热
情推介，又有对儿时年味的美丽追忆。

对于身在异国的海外华人而言，春节更显乡情浓，
他们纷纷写下内心独白。一篇《团聚一起就是过年的味
道》，用简单平实的语言，描写出留学生们的春节感受。

“第一次离家那么远，第一次感到孤独的恐惧。‘每逢佳
节倍思亲”讲的一点没错，早上早早起床就守在电脑旁
边等着和家人视频，看着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姐姐每
个人和我聊天，心中的思念就更加泛滥了，当时就恨不
得自己马上买张机票回到他们身边。直到现在都记得很
清楚，那次挂断视频后就打开MSN，开始写随想，边写
边哭，然后一整天心情都会很不好。”

有不少外国友人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人在春节这
一天，会不顾一切回家。或许，这一切都源自亲人的
期盼，源自故乡的召唤，更是中国人内心对团圆的期

盼。就如《有一种旅行叫回家》一文所言，“一张张火
车票记录了我成长的印迹。我从最开始像出笼的小鸟
一般兴奋，变成了断肠人在天涯的思家愁绪，每当夜
幕来临，习惯了想家，离家在外，身处的城市灯火辉
煌，却终究找寻不到家的温暖，妈妈的唠叨爸爸的苛
责竟成了耳边最想念的声音。当我离开他们在外拼搏
的时候才感悟到这些曾经让我厌烦的声音却原来是我
最踏实的依赖。无论我一个人在外遇到怎样的波折与
委屈，想到家，就重新又有了勇气和力量奋力前行。”

另外，海外网官方微博发起“我的家乡，我的
年”话题，刊发稿件 40 余篇，累计阅读量超过 80 万，
包括转发、评论近千次。网友纷纷拿起手机拍下“我
家的年夜饭”，与全球华人一起分享过节的传统美食，
一起品尝家乡的味道。

网友@彼得·彼得洛维奇用一组跨越30年的年夜饭
对比照引发网友的共鸣。有网友评论称，“短短30年，
年夜饭的变迁见证了中国人生活状况的巨大变化！年
夜饭吃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亲情和对未
来的期盼。”但也有网友表示，“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
在提高，物质已经极大丰富，过年已经不像小时候那
样令人期待，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很难让人高兴。”一
场对年夜饭意义的讨论正在开展。

唐人街社区在首页顶置主题帖，大批网友前来
“盖楼”，引起一场“家乡年味是否在变淡”的大讨
论。网友@勿忘初心认为，这样的活动能够引起现代

人的深省，开始让自己寻找家乡正在消失的年味，唤
醒心底最纯真的故乡情。

本次活动，海外网联合近 20 家海外华文新媒体，
运用多方式、多维度传播方式，有效覆盖了全球各大
华人聚居地。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海外网编辑
为海外游子奉上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年夜饭”。正如
@Crystal努力生活ING所言，“对于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来说，这些故事无异于是一种召唤、一种寄托。希望
人民日报海外网多分享一些温情的故事，让全球华人
同享同一个新年，同一种快乐！”

（作者系海外网编辑）

“我的家乡，我的年”春节特别系列受关注

全球华人同享“精神年夜饭”
王 栋

除夕夜最乡愁
杨晓辉

与百岁老妈吃年夜饭
郭平德

故乡的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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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y
（左 二） 来
自印度。临
近春节，像
他 一 样 的

“ 洋 北 漂 ”
的中国年稍
显孤单。

“ 抢 红
包”俨然成为

2015年春节期间
现象级的话题。从民

俗到科技，从金融到亲
情……无论从哪方面分

析，似乎都有话可说、有理可
辩。

高峰时每分钟8.1亿次的摇
一摇，摇出了从天而降的红包，也

让人们牢牢地把自己的手机和银行卡
摇到了一起。2015年春节的“红包大战”

尚未偃旗息鼓，下一场移动支付之争已在
酝酿之中。

老人将羊年图案的剪纸贴在窗上庆祝新年到来。
徐 政摄

摘选部分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