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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来时，遥远的南国已感
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在和煦的春风
里，岭南的人们在组织着别样的庙
会，庆祝新年的到来。

新春伊始，在有着“花城”雅
称的广州，人们在大街上搭起彩
楼，在小巷里摆满鲜花，热闹的新
年盛会——迎春花市，就要开始
了。又是一个春节，身处北方的我

们脱下厚厚的冬装，离
开寒冷的冬夜，一路向
南，提前体会一下春天
的气息，过一个不同寻
常的春节。

广东地处温暖的亚
热带地区，独特的自然
风貌赋予了当地独特的

文化，在晚清时期，这里便已形成
了一年一度的花市。随着时代的发
展，花市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大，而
时至今日，则表现得更加繁荣。

若要看看繁华的迎春花市，那
么，广州的越秀公园一定是一个好
去处。新年还未开始，花市已经为
这里带来了浓浓的过年味道。走进
公园，可以看到从各地赶来的花农

已然将大街装点的格外绚丽多彩：
一盆盆象征着大吉大利的金桔盆景
中，金光灿灿的果实和青翠欲滴的
枝干彼此相映成趣，合为一体来看
则又显小巧玲珑，让人不禁心生喜
爱之情。远远望去，各具特色的店
铺门前则都点缀了几点粉色，煞是
可爱，原来这是广东人春节插桃花
的习俗，有着“一树桃花满庭春”的
象征意味。盛开的朵朵桃花也为整
条街道装点出了浓浓的春意。亭亭
玉立、外形清秀的水仙，则是人们居
家的首选鲜花，放在桌前案头，馥郁
的香气总是让人感到几分清新自
在。除了这些，娇艳欲滴的牡丹、姹
紫嫣红的天竺葵也吸引着来来往往
的路人，让人们不禁流连忘返。

到达山西碛口古镇，已是傍晚。站在黄
河边上，远远望去，夕阳洒射在九曲黄河，映
照着的这个古老村落越发的娇羞与古朴。黄
河在这里陡然变窄，形成一段布满暗礁的河
道，大量的商船需要在这里靠岸转运货物，
造就了碛口这个重要的晋商码头。“驮不尽
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清代乾隆朝到20世
纪 30 年代末的 200 多年，是碛口的鼎盛时
期，碛口这座小小的镇子承载的是丰富的黄
河商贸文化。

过年期间，碛口镇仍然保持传统的春节
习俗，腊月三十，乡民们担水、扫院、贴对联、
挂灯笼，垒旺火，“垒旺火”是山西当地的
传统春节习俗。除夕，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
院里拿煤块垒起一座小塔，午夜 12 时，鞭炮
齐鸣的时候，就将旺火点燃。点燃后，大人孩
子围起旺火绕成一圈，火苗从无数小孔中喷
射而出，热气袭人，以图来年红红火火、旺气
冲天。正月初一家家四更起，穿着新衣新裤，
放开门炮。早晨要吃一碗“宽心豆面”，取“一
年到头心宽可心”之意。中午时分再吃饺子，
小辈要给长辈行礼拜年，长辈则要给孩子们
压岁钱。

走在碛口古镇中，就仿佛时光凝固了一

般。镇内拥有着数量丰富且保存完好的明清
时期建筑，从老店铺、老房子明清风格的砖
雕、木雕上，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座“九曲黄河
第一镇”曾经所拥有的骄傲与辉煌。上个世
纪初，在黄河水运走向衰落之后，碛口基本
上处于一种封闭、贫困的状态，但也正因为
这样，碛口古镇才能完整保持至今。每一片
瓦、每一块砖都诉说着一段段精彩的故事与
文化。如果你运气够好，还可以在街上买到
当地大娘手工缝制的布老虎，或者用几块钱
买一堆当地产的滩枣，那一针一线与甜蜜的
滋味间饱含着的，是一种逝去的情怀。

到碛口住窑洞过大年，可谓有一种别样
的风情。即使是客栈也被装修成窑洞的模样，
一到夜晚时分，客栈里就点起红彤彤的灯笼，
和整座古镇影影绰绰的灯火交映生辉，勾画出
一幅华丽而又朴素的画卷。坐在暖烘烘的炕
上，大人小孩济济一堂，说说笑笑，或者打趣着
隔壁的老李家。饿了，便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臊
子和大烩菜，哼哧两口下肚，一股暖意自心底
而出。远处的河滩偶尔传出一股风声，那是黄
河的一缕浅吟。此时此刻，你将自己置身于黄
河母亲宽广的怀抱之中，也将自己扎根于那厚
重而又博大的黄土地上。

黄河边上过大年
凡 琳

生在北方，长在北方，让我自然对四季中的冬季情有独钟，除了室内有
暖气让人留恋之外，我喜欢冬天最重要的原因是皑皑冬雪。在北京生活多
年，看过春天的樱花，赏过夏日的荷塘，踏过晚秋的银杏大道，唯独少有机
会能够置身冰雪世界里看厚厚的冬雪。虽然从小到大也看过不少场雪花飘
飘，但能让我真正感受到大雪飞扬、雪铺满地的记忆似乎并没有。正因此，
想去东北看雪的念头从未断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让我把心动变成行动。

去年冬天，朋友兴致勃勃地发来几张照片让我欣赏，盯着照片看的时
候，一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感觉油然而生。朋友告诉我，这个美丽“冻”人
的地方名叫“雪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雪乡，雪的故乡，多美的名字。我
突发奇想，如果春节期间去雪乡游玩，一定别有一番风味。于是，趁春节假
期，我和家人一起完成了一趟雪乡之旅，直到现在想起来依然回味无穷。

在我心中，冬天就该是雪乡的模样。
进入雪乡，像是走进童话世界，踩在雪地里，脚带着腿深陷下去，

欢喜的心情让人忘记了寒冷。映入眼帘的一切都那么纯净、美好，安静
得仿佛能听到雪花对话的声音。湛蓝的天，光秃秃的树，凛冽的风，被
覆盖了厚厚的雪的农家小院，一串红灯笼，几排吊挂着的玉米……用

“雪国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没来雪乡前，我以为这里是萧瑟寒冷的，来到雪乡才知道，久堆不化的

冬雪盖在屋顶上、烟囱上、灯笼上，甚至一根木桩上所形成的各种造型，就
像艺术家手里的作品，可以让人心生暖意。树桩变成蘑菇，屋顶盖上厚厚的
棉被，红灯笼上罩着白色的帽子……被雪覆盖的所有物体都像奶油蛋糕，
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又仿佛是高空中的朵朵白云坠落，千姿百态惹人醉。

在这样的童话世界里依然充满年味。
城市里，过年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是在雪乡，我们找到了小时候过年的感觉。过年，就是和

家人一起热闹地玩。在雪乡游玩的乐趣，恐怕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可以尽情地躺在雪地上打
滚，可以堆一个高高的雪人，可以体验一把狗拉爬犁，还可以睡在热乎乎的火炕上。

夜幕落下，雪乡的夜景更是处处散发着年味。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大红灯笼，洁白的雪
在红色光亮的映衬下更加晶莹剔透，韵味无穷。室外零下几十摄氏度，天然的大冰箱，满大
街都是卖冰棍、冰糖葫芦、冻水果的，买一根冰棍坐在炕上吃，惬意又美味。

离开雪乡前，我又站在雪乡的小坡上，看着湛蓝的天，纯白的雪，被雪覆盖的村庄，升
起袅袅的炊烟，竟然不觉得冷，反而感到无比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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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日益走向现代化，身处
21 世纪的我们有时会感觉到传统的民俗
距离我们越来越远。特别是每当到过年
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聚会的餐桌、看到
窗外的烟花悄然熄灭的时候，心里不禁
会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空虚，会感觉过
年也就是那么回事，丝毫没有体会到老
一辈人口中所说的“年味儿”。

实际上，这是因为春节本身的意义
就在于那些风俗民情中，而它们又在
现代生活越来越“淡”。又到了过年的时
候，我们不妨走出去，去探索一些春节
的风俗，或许在这之中会不知不觉地感
受到那份浓浓的年味。

若要从传统民俗中体会年味，那么来
到西部，走进陕西关中，是再好不过的了。
作为中国的文化故地，时至今日，这里还
保留了非常多的传统民间习俗，特别是在
过年的时候，这片古老的土地则又更加红
火热闹。而要是想见微知著地感受一下这
里的年味，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关中民俗
博物院则是一个好去处。

迎着阳光，来到博物院的门口，大
门两侧的大红灯笼和春联，为院子的青
砖灰瓦添上了几分喜气，还未进门就让
人体会到浓浓的节日味道。走进大门，
络绎不绝的人群从身边走过，人们穿着

新衣、脸上带着笑容，彼此问好致意，一片其乐融融的景
象。再向里走，人群中传出一阵喧嚣的锣鼓声，又是一派
更加热闹的景象。那是当地的民间艺人在表演华阴老腔，
一声声老腔传入耳中，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唤醒着自
己的耳朵和心灵，那是艺术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让人
听了不禁要为他们鼓掌叫好。漫步到博物院的正堂，这里
正在举办拜农耕始祖“稷王”的祈福仪式，从来来往往的
人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虔诚的心和感恩之情，香炉中插
满了香火，袅袅的青烟中飘散出的是每个人对新年的美好
愿望。

走在这古老的博物院里，眼见的是各式各样的民俗，
体会到的是浓浓的文化，静下心来徜徉其中，能体会到和
在大都市的水泥森林、车水马龙迥然不同的一种过年的感
觉，这是新年的气象，亦是浓浓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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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特色年味寻找特色年味

京味洋味品年味
田荣娟

京味洋味品年味
田荣娟

迎春花市看花城迎春花市看花城
崔崔 谦谦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今天除夕，明日春节。
春节是中国人迎接新春最隆重的节日，是世界

上人数最多的迎春佳节。
40多年前春节时，词作家邬大为访问东北边防

哨所。一位来自浙江的小战士望着北疆的漫天风
雪，呢喃说道：“春节了，再过一段时间，我家乡奉
化的桃花就要开啦。”此情此景深深打动了邬大为，
于是，他饱含深情创作出歌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此歌，一经歌唱家蒋大为演唱，顿时，传遍大
江南北，连续几年唱红央视《春晚》。

如果说，花开预示着春光的到来，那么，在中
国，桃花并不是最早盛开的。西南边陲的云南罗
平，2月一过，油菜花已是金黄一片。4月，江南。

5 月，中原。6 月，青海高原。7 月，内蒙古阿尔
山。追着油菜花盛开的节奏，从南到北，你能够游
过中国的春天和夏天。

幅员辽阔的中国，季候千姿百态。春节的风情
更是丰富多彩，从北到南，冰天雪地过大年、黄土
高原闹社火、大江南北扭秧歌、八闽耍龙灯、粤港
舞雄狮、椰风花涌南海春……中国56个民族共庆佳
节，迎春习俗绚丽多姿。旅游专家戴学锋说：“中国
旅游大有可为。地大物博的中国，旅游资源得天独
厚。海岛山川、草原大漠、温泉林海、冰河溶洞，
历史文化、民族风情，自然人文资源皆备。可以开
发出门类齐全的旅游产品，整个中国四季可游。”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影响力与日俱

增，春节和中国旅游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春节和中国旅游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今年春今年春
节节，，中国将有中国将有 600600 万人次出境旅游万人次出境旅游，，中国游客不仅中国游客不仅
是海外期盼的消费者是海外期盼的消费者，，也是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也是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
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字显示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继续成为国中国继续成为国
际游客最大的来源国际游客最大的来源国，，中国游客也是境外消费最多中国游客也是境外消费最多
的群体的群体。。现在现在，，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旅游和旅游业的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旅游和旅游业的
发展发展，，旅游越来越成为世界现象旅游越来越成为世界现象。。中国旅游扩展到中国旅游扩展到
世界范围世界范围，，更具有世界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的春节喜庆祥和中国的春节喜庆祥和，，丰富多彩丰富多彩，，魅力四射魅力四射，，
中国的春节也是旅游度假的好时机中国的春节也是旅游度假的好时机。。随着对中国文随着对中国文
化的认识化的认识，，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朋友到中国来迎新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朋友到中国来迎新
春春，，过大年过大年。。

亿万人祝福的春天来了亿万人祝福的春天来了，，中国中国旅游的春天来旅游的春天来了了。。

春天因中国而精彩
田晓明田晓明

特色庙会特色庙会

1、北京：地坛庙会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地坛公园
简介：地坛庙会始办于1985年，至

今已成功举办了30届，以较高的艺术品
位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享誉中外，活动力
求丰富多彩、精益求精，充分满足不同
层次、不同年龄游客的文化需求。

2、开封：万岁山庙会
地点：河南开封市东京大道中段
简介：万岁山春节大庙会，历经12

年发展，目前已成为中原地区阵容最
强、影响力最大的庙会，每届庙会都要
吸引游客百万余人次，有“中国最具魅
力庙会”的美誉。

3、成都：武侯祠大庙会
地点：四川成都武侯祠
简介：2016 成都武侯祠大庙会以

“老百姓的大庙会”为主题，受邀的市
民家庭将在灯火绚烂中启动神秘机关，
开启庙门，并在小喜神、小童马的伴随
下，赏灯看表演，逛锦里，领取祝福红
包，度过最温馨、最美好的节日夜晚。

（资料搜集/田荣娟）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对国人来说，过年有着特殊的意义和独特的味
道。而对许多老北京来说，庙会就是那最独特的年
味。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朝阳公园的“洋”庙会上
感受到了最“国际范”的北京年味。

庙会虽不新奇，但朝阳公园举办的“洋”庙会却有别样
新意。走进冬天的朝阳公园，一片萧瑟与空旷如同一幅淡
淡的水墨画，而“洋”庙会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则在给这幅画
卷添上了最出彩的一笔。除了打花棍、踩岁、跨马鞍、请福
字、送窗花、派发灶糖等让人眼花缭乱的传统活动，“洋”庙
会最大的特色是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异域风情。在这里，除

了中国传统小吃，还有许多国外美食，摊主都是身着民族
特色服饰的外国友人。这里许多节目的表演者也是来自世
界各地：有爱尔兰美女穿着特色民族服装，用欢快的舞蹈
感染着每一个人；有俄罗斯艺术家全神贯注地拉着手风
琴，用音乐引起大家的共鸣；还有匈牙利的画家为游客画

“人像漫画”，趣味十足……整个庙会就是一场充满年味的
文化“盛宴”，中西合璧，丰富多彩。

2016 年朝阳庙会同时也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风情
节。趁此机会去逛一次朝阳公园的“洋”庙会吧，在
京味与洋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

雪乡雪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