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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上午，李秀蓉还在四川成都的
街上蹬着三轮车，到处售卖春联、福
字、灯笼等挂饰。

“怎么还没收摊？不回家过年了？”
我挑选了两个大红灯笼、两串红辣椒挂
件和几个窗花，一来家里需要，二来多
买点好让她早点回家过节。 李秀蓉把我
买的东西用塑料袋小心翼翼地装好。

聊天中，得知她是四川通江人，和
老公在成都一家菜市场卖菜，家里有两
个大学生，翻过年需要生活费。“趁过年
挂饰有市场，就批发一些来卖，能多赚
点就多赚点。” “孩子们想到成都来过
年，感受一下大都市的年味儿。”

其实，李秀蓉说不回老家过年还有另
一层原因，“家里人情消费高，年过不起
呀。走个亲戚串个门，手里不掂点啥都不
好意思去。孩子去别人家收了红包，人家
孩子到家咋能不回礼？有来不往非礼也，
一来二去，一个年过下来，没有万把块钱
不行。”在成都过年，不仅可以省了这不，
菜摊生意不打烊，还能挣个一两千，里外
都是钱。“再说了，回去也是吃吃喝喝，打
麻将侃大山，没啥意思。”李秀蓉这样概括
了老家过年的情景。

一旁摆水果摊的大姐聊起了去年回
家过年的感受，“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
回去家里空落落的。在外面呆的时间长
了，家乡陌生了，亲情也疏远了，有些
话都聊不到一块儿了。”

大姐说，她的老家在广元，十多年
前出来打工，因为攒钱给儿子盖房子，
10 年没回家过年。去年，想趁过年回家
看看儿子的新房。没想到回去后，家乡
已是“物非人非”，让人亲近不起来。

“回去感觉不像自己家了，反而，在这里

更适应了。”
跟这两位大姐不同的是，一对年轻

的福建夫妇对回家过年的渴望让记者印
象深刻。“哪怕是赶不上年夜饭也要回去
过年。”

他们在康定经营一家藏族特产饰品
店，男的叫陈文兵，女的叫黄丽娟。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陈文兵

操着一口闽南话。 因为快过年了，康定
街头的游客已经很少很少，小店的生意
不温不火。街上餐馆都快关完了，吃饭
都很难找地方了，陈文兵还要坚持几
天，用他的话说“做生意要有始有终”。
话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还是很着急
的，因为要赶回去祭祖，他们订了年二
十八的机票出藏。

在陈文兵看来，挣钱很重要，但亲
情更重要：“为什么要吃团年饭？团年意
味一家人团团圆圆，是中国人亲情的一
种维系。”

“他回家过年是为了找回家族的存在
感。”黄丽娟打趣道。而她又何尝不是？
她早早地给公婆准备了礼物，七大姑八
大姨的也都有考虑。“礼物不见得有多
贵，就是份心意，是份祝福。”

而对于赵文悦来说，过年是一种牵
挂，也是亲情的一种释放。因为他的弟
弟要从广东打工归来。自从弟弟离婚
后，每年过年都是在她家过的。今年，
赵文悦虽然在成都照顾生病的女儿，但
身在曹营心在汉，心里还是挂念着回老
家过年的弟弟。再加上两个妹妹今天一
个电话，明天一个电话，把赵文悦归乡
之情撩拨得难以自已。初四，她便买了
回老家的火车票。

赵文悦是家里长女，父母去世之
后，她便充当起家长的角色，逢年过节
召集姐妹兄弟团聚。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加上她和弟弟妹妹们聚少离多，赵文
悦对这种手足之情越发珍惜：“每逢佳节
倍思亲，不管身处何地，一到过年团圆
的日子，我都想见上他们一面。”

在四川首家抗战老兵照护中心，护工
邱朝元没回家过年，而是守在抗战老兵们
身边。照护中心设在成都市晚霞社会养
老服务中心，入驻了12位老兵。邱朝元负
责护理两位90多岁高龄的老兵，照料他们
吃喝拉撒睡，闲暇时听他们唠唠抗战故
事。日子一久，他和老兵们也有了感情。

“抗战老兵们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
宝贵财富，你守护的是另一种亲情。”院
长奉孝仪对邱朝元说。

春节期间走亲戚，是中国人祖祖辈
辈传承下来的习俗。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 走 出 家 门 ， 在 外 面 闯 荡 ， 特 别 是

“90 后”的年轻人，基本上要么是还在
大 学 读 书 ， 要 么 是 大 学 刚 毕 业 没 多
久 ， 正 处 于 为 事 业 奋 斗 的 艰 苦 时 刻 ，
一年难得回家一次，这过年走亲戚就
成了亲戚间联络感情，互相慰问的一
种亲情大交流。

老家在湖北山区的饶林海，两年前
大学毕业，现在已经在江苏工作两年
了。因为一直在外工作，为了今年走亲
戚，他可是做足了准备。“还记得小时候
过年走亲戚，爸爸妈妈拎着代表美好愿
望的四种礼物：白糖、酒、麻糖和水果
罐头，为亲戚们送上祝福。祝福情义很
重，这些礼物分量也不轻，经常一天奔
波下来，感情联络了不少，体力也剩余
不多了。而且，由于大家都选择送这四
种礼物，导致每次过完年，家里都堆积
了不少白糖、麻糖等礼物，一时半会吃
不完，放着坏掉了又浪费，实在让人心
疼。”

饶林海回忆道，“到我上大学那会
儿，物资丰富了许多，过年走亲戚开始
流行给红包了，按亲疏远近包上不同分
量的红包，轻松省事，大家能免去购买
各种礼物的麻烦，避免了浪费，还能留
出更多时间去交流。可是去年我第一年
工作，拜年走亲戚时递上那轻飘飘的红
包时，总感觉少了些味道，后来一琢
磨，是少了以前准备拜年礼时注入的那
份亲情与思念。所以今年过年走亲戚我
要玩儿个不一样的。”

饶林海的礼物是这样送的：
大年初一先给爷爷奶奶拜年。爷爷

奶奶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我为他们买
了两副适合他们身高的老年拐杖。以前
在家都是拿跟柴火棍撑着，或者就扶着

门、墙走路，木棍上不但常有木刺扎
手，而且并不像老年拐杖有专门设计的
扶手，用起来并不方便，希望这两副拐
杖能让二位老人的生活更便利。

初二去给外公外婆拜年。两位老
人 家 身 体 硬 朗 ， 就 是 喜 欢 听 听 京 剧 ，
以前用的是一台上世纪 90 年代买的凯
隆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陪伴他们走
过 了 十 几 年 ， 现 在 已 经 状 态 不 佳 了 。
这回我为外公准备了一台新的老年人

收音机，不仅有收音功能，同时支持
mp3，将一些外公常听的戏曲节目下载
在里面，这样外公就能自己掌控切换
想听的曲目了。

初三去叔叔家拜年。叔叔以前干农
活的时候伤到过腿，一到阴寒天气就容
易腿疼，晚上睡觉之前要热敷脚才能睡
好觉。我为二叔准备了一个足浴盆，能
自动加热还有按摩功效，舒心省事，还
能帮助叔叔更好地调理腿。

初四去舅舅家。舅舅家是养殖户，
养了不少鸡和鸭，这过去的一年天气异
常较多，又不知道如何防治，很多鸡、
鸭都感冒死去，损失很大。我给舅舅准
备了一套 《鸡、鸭养殖技术与疾病防
治》 书籍和一个红包，希望能够在新的
一年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初五拜访街坊邻居。俗话说远亲不
如近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父母独
自在家，有什么事情都是靠邻居帮衬。
我带了一些江苏的特产，感谢他们的关
照。

饶林海说：“过年过的就是亲朋好友
的团聚，图的就是这份血浓于水的亲
情。我觉得用一些实用、急需的东西作
为拜年礼物，才能更好的交流感情，不
会让时间和距离将这些宝贵的财富冲
淡，只会让这年过得更有味道。”

恐盘问，逼婚老调重弹

“每次过年，家庭聚餐时都会被长辈、亲戚们轮番
炮轰，我都有点儿麻木了。”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上班
的小乐说。

已经 27 岁的她仍然单身，这在家人看来是一个
“老大难”的问题，她却不这么认为：“在北京，30多
岁仍然单身是常态，只是家里人难以接受，所以每次
我都只能对家人的盘问采取迂回战略，避之不及。”

小乐的遭遇在如今年轻人看来已是家常便饭，根
据日前发布的 《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 显示，近
80%的被调研青年都曾有过被逼婚的经历。除了逼婚以
外，问收入和问年龄也成为了春节家庭聚会时，“中国
式盘问”的标配。

除了“逼婚”，在今年家庭聚会的餐桌上还发生了
一些“新情况”。小张是河北邢台的一位国企职工，收
入不错，也早已结婚生子。“你过春节应该不会有什么
烦心事了吧？”笔者向小张问道。已经度过逼婚阶段的
小张却悻悻地说，“哪儿能啊，好不容易熬过了逼婚的
日子，国家却在去年放开了二孩政策，吃饭的时候家
里都逼着让再生个女孩儿。”

恐攀比，聚会成“秀场”

春节期间的各种聚会是家人、亲戚之间谈天说
地，话家常、问冷暖的好时机。家住河北石家庄的张
女士却不这么觉得，今年回老家参加了几个远房亲戚
聚会的她，感觉家族聚会似乎变成了一个“秀场”。

“有秀孩子的，秀工作的，还有炫富的，亲戚团聚
的那种年味儿找不到了。”张女士说。“亲戚们总会自
然地聊到职务、收入、房子、车子这样的话题，无形
中就开始了攀比。”

在上海工作的小王也有类似的感受。“在一些长辈
眼里，‘别人家的’永远是最好的，这也是家庭聚会里
的主要谈资。”小王说道，“别人家的儿子总是结婚
早、挣钱多、升职快；别人家的女儿也都颜值高，气
质好，懂孝顺……”

如今，攀比虚荣成为一些家族聚会上的顽疾。中
国人爱面子，春节亲戚聚在一起，有些攀比心理也尚
可理解。但说者无意，听着有心，亲戚之间的攀比很
容易让其他人产生自卑感和失落感，从而让一场本该
轻松愉快的家族聚会变得让人很累心。

相对于许多人对春节走亲聚会时的种种无奈，北京
的刘女士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走亲“恐聚症”反映出
的是部分人群的正常心理，但在走亲聚会这个问题上，
只要懂得经营，还是能够让它回归到本来的面貌。

“比如我在组织家族聚会的时候，往往都会对亲戚
们约法三章：不谈个人问题，只聊家常；不谈工作情
况，只聊感情；不吐槽现实，只谈论生活趣事。定下
这些规矩，聚会往往就很开心。”刘女士说道。

大年初三，全家回贵州兴义老家看望老人。车摇
摇晃晃到达村口的山梁子上，外公外婆早已搀扶着站
在那里等候多时。侄子一溜烟窜下车，叫着“祖祖
好”，外婆赶紧一把搂过侄子：“又长高了！”而外公的
笑意似乎要嵌进岁月切割的皱纹里。他忙着招呼我们
进村说：“都说路上挤得很，车不好开就不要来了嘛。”

为了做老家特有的一道凉菜——鱼腥草，外公执
意要到坡脚的水田边去采，我赶紧陪同前往。刚下过
雨，我在田埂上走得歪来扭去，摔了几跤。曾带着队
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外公则步伐稳当，我的狼
狈相倒让他显得很歉意：“几年没回来，你哪里走得惯
这些路哟。”

对于儿孙的到来，外婆显得格外高兴。大舅家的
女儿海英在广东打工，没能回来过年，外婆念叨着想
让海英春节后回来看看。我连忙拨通了电话，海英说
坐汽车要近两天才能到家，外婆立马凑近手机话筒
说：“我这边都好，你明年再回来嘛。”

第二天，全家开车来到邻村的爷爷奶奶家。年过7
旬的两个老人竟喂了4头猪，奶奶的解释是：“自家喂
的，孩子们回来吃着放心，等明年过年你们回来就可
以杀了。”爷爷倒提醒爸爸：“工作要紧，不忙的时候
再回来。”临走时，爷爷提出一大箱放在米里的鸡蛋，
硬让我带回北京。爷爷说：“你离老家更远，过几年再
回来都行。反正这次我和你奶奶也见了你。”

细想来，外婆和奶奶“希望孩子们回家”，外公和
爷爷则嘱咐要“以工作为重”，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
其实都寄托着对儿孙浓浓的关爱。阖家团圆，是中国
老人春节期间最大的牵挂。他们既想念孩子，又怕给
孩子们添麻烦，于是，老人们在这种想念和豁达中演
绎着传统里对“家”的不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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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家门、走亲戚是每年春节的规定动作，你来我往，约饭，“唱K”应接不暇……各

式各样的家族聚会背后，不时上演着各种版本的“餐桌风云”。

▲ 李秀蓉在售卖年货 ▲ 邱朝元在护理抗战老兵

● 送礼

礼物要选最贴心的
汪煌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