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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锋
（长江学者）

他们谈中国年，他们过中国年
□ 本报记者 郑 娜

他们谈中国年，他们过中国年
□ 本报记者 郑 娜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是

中华民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更

是渗入华夏儿女血脉的文化基因。对

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春节都是一年中

特别重要的日子和情感时刻。

为何春节总能给我们一年一度分外

的温情？它何以成为中华民族集体的精

神家园？我们特邀请海内外知名文化人

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年”以及今年如何

度过“中国年”。

是春节的第一主题。由
于春节是一种标志着生命消长的

节日，对团圆的心理需求就来得分外
深切。因此，团圆一定要在关键的除
旧迎新的大年之夜来实现。举家一同
祭祖敬天，吃年夜饭，燃放爆竹和守
夜达旦。

春节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迎春。
春节处在大自然冬去春来的时日。古
人用辞旧迎新四个字表达对大自然一
种很深切的情感与敬意。告别去岁的
生命时光，迎接天地新的馈赠。未来
的空间阔大而光亮，充满着未知，也
一定福祸并存。人们便祈福驱邪，由
古至今，莫不如是。

春节的主题还有祥和、丰收、平
安、富贵等，它们都是人们生活最切
实的愿望。中国的春节不同于西方的

圣诞。春节是个理想化的节日。这理
想是一种人间生活的愿望。它经过全
民族共同的创造与认定，约定俗成，
成为年俗。因此说，年俗所表达的是
中华民族集体的精神情感及其方式。
正是这种年俗保持了我们民族独特的
精神情感的基因，一年一度增强了民
族自我的亲和与凝聚。

今年过年，一是给 101 岁的老母亲
备年货，陪她过年。年前就把要备的东
西写在纸上，包括粮食、海鲜、荤素菜、
吊钱、福字、窗花、春联、水仙花等几十
样；二是在大年三十晚上祭祖，把祖宗
的像拿出来，摆上供品祭拜；三是找一
个书店给读者签名；四是和天津研究当
地文化的老朋友聚聚，谈谈当地的一些
新文化现象；五是利用长假的整块时
间，给自己派一个大活，写文章写书。

对过年有发自内心的喜欢。源于
童年回忆，源于故乡情节，源于味蕾
从小的培养。

过年可以 地玩儿，
可以放开肚皮地吃，可以穿新衣辞旧
岁放鞭炮，更可以享受小孩子应有的
压岁钱。压岁钱是每个中国孩子的特
殊礼物，相当于西方圣诞老人的馈
赠。这是长者的祝福，又是成长的标
识。所以我从小到老都喜欢过年。

今年春节首先陪老妈妈守岁。年

三十的饺子是必须吃的，这是礼仪也
是习惯，饺子里包钢蹦儿也是必须
的，三个，谁吃到谁走运。这都是过
年的惯例，唯一不一样的是自己写了
一副春联，上联是：犬吠声里又一
春，下联是：人沐阳光乐在心。横批
四个字：旺国汪家。为什么这么写？
一是自家养着两只拉布拉多犬，赶上
狗年它们乐，二是对门邻居姓汪，取
一个吉祥快乐呗。狗年大吉，祝福中
国。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对过年的
念想可能是不一样的。儿时物质和精
神生活的圆周都很窄小，对过年的渴
望居多停留在一年里难得的那顿年夜
饭、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还有出门时
换的新裳。后来渐渐长大，远离故
土，来到外面的那个世界，很多个春
节都不能在家乡度过。对过年的念想
就渐渐变成对家乡的 、对团
圆的向往。

如今我去国离乡多年，从前我叫

作彼岸的地方，现已成了我的新家
园。过年不过是长长的岁月里的一些
句逗，把日子分成一个一个的段落，
好叫我们告诉亲人和朋友们：在这个
特定的段落里，我们活着，平安，也
思念他们。

这个春节，我没有特殊的安排，
只是和家人安静地度过，吃一顿饺
子，在阳台上看看烟花，只愿岁月静
好，我依旧还有体力和精神，在来年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冯骥才

（作家、文艺家）

高洪波
（儿童文学作家）

张翎
（旅居加拿大作家）

张翎
（旅居加拿大作家）

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我印象
里，过年，就是弃旧迎新、合作、团
圆，香味扑鼻，母慈子孝，无论多少
纷扰都可以平息，然后在此起彼伏的
鞭炮声中入睡，压岁钱放在枕边，带
着大人的期许、盼望入眠，迎来新的
年份。年是一个 ，长成和老去
都是看不见的，但过年就在为看不见
摸不着的时光祭奠，到处都是“到此
为止”和“重新开始”的意象。

不知不觉，离开中国已经 4 年，
在国外过年跟国内不太一样，代表
仪 式 感 的 东 西 已 经 消 失 不 见 。 对
联、鞭炮和四代同堂是没有了，但
另外的东西保持住了。我在美国的

朋友们鲜有单独过年的，或几户、
或 十 几 户 找 一 个 房 子 大 的 人 家 聚
会，主食是饺子，然后一家一菜，
拼在一起，电脑联到网上，春节联
欢晚会的重播声响起。

今年又有新鲜事：本镇的华人
协会租下一个学校的礼堂，举办春
节联欢晚会。他们把华人的孩子们
召集到一起，或相声、或朗诵、或
弹琴、或舞蹈，像模像样地搞起了
春节联欢晚会。许多朋友都报名参
加了。我想，在遥远的异乡，朋友
们对过年的重视，是他乡对故乡的
追忆，是现在对过去的挽留，是他
乡对故乡的礼赞。

春节和年，意味着休息和团聚。
我是个挺敬业的人，也有同事背后说
我是工作狂，昆曲疯子。确实，我热
爱自己的工作，投入进去忘乎所以。
那么在中国最重要的节日里，我可以
强制性休息了。

说起团聚，其实我心头是有不忍
多想的心酸，因为父母已经离开我
了，所以我特别珍惜与岳父岳母、妻
子、儿子儿媳和小孙子在一起的四世
同堂之 。

今年春节，我们回苏州甪直老家
过年。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
镇。届时，儿子驾车，载着一家三代
去我的岳父岳母家团聚。平时大家忙
忙碌碌，真难得有这样几乎 24 小时厮
守在一起的时光。

另外，我利用不可多得的休息时
间，练书法和篆刻。曾经昆曲低谷没
有演出，我为了生存到星级酒店刻章
卖给外国人。现在戏曲逢春，这些变
成我最大的业余爱好了。

柯军
（昆曲表演艺术家）

柯军
（昆曲表演艺术家）

李凤群
（旅美作家）

从2月8日 （农历小年） 到3月2
日 （正月十五），在春寒料峭之中傲
然绽放于首都舞台上的戏剧百花，绚
丽多彩，赏心悦目。

戏曲连弹

京昆评梆曲联袂报春

两年多来，由北京市文化局主
办、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
营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以每
年 100 台剧目 200 场演出的总量以及
涵盖各种舞台样式和各类制作机构的
包容度，坐稳首都演出市场的头把交
椅。

2018 年春节期间策划推出的主
题板块“戏韵动京城——京津冀戏曲
院团新春演出季”，11 家久负盛名的
戏曲院团联袂亮相，21台剧目25场演
出持续近 20 余天。王洪玲、王英会、
宋丽、韩剑光、魏春荣、张馨月、包飞、
陈春等梅花奖获得者云集中国评剧大
剧院，阵容硬整，流派纷呈，好戏连
台。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演出季的戏
码安排以各剧种各院团的传统保留剧
目为主。国家京剧院的《三江越虎
城》、北京京剧院的《龙凤呈祥》、北方
昆曲剧院的《牡丹亭》、中国评剧院的

《花为媒》、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
《王宝钏》、北京市曲剧团的《龙须
沟》、北京凌空评剧团的《打金枝》、北
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空城计》、天津
河北梆子剧院《穆柯寨·辕门斩子》、
石家庄市评剧院的《哑女传奇》等均是
有号召力的口碑之作，风雷京剧团的
话剧《网子》和凌空评剧团的评剧《寸
草春晖》这两台颇具传统审美气质的
新编剧目位列其中，引人瞩目。

2 月 8 日在天桥剧场开幕的北京
第四届 （2018） 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
老舍京味儿文化节持续一周时间，北
京 市 曲 剧 团 的 保 留 剧 目 《正 红 旗
下》、《龙须沟》 以青春版全新亮相，
新编现代戏《花落花又开》也在此间
与观众见面。北京曲剧做为北京的唯
一地方戏，彰显着其“天下第一团”
生机和活力。

长安大戏院和梅兰芳大戏院，历
来都是全国戏曲 （尤其京剧） 的风向
标，春节期间的演出安排沿袭着惯
例，分别由北京京剧院和国家京剧院
以颇具票房号召力的名家领衔“驻
场”演出传统戏，《锁麟囊》《白蛇
传》《凤还巢》《法门寺》《四郎探
母》《杨门女将》《大保国、探皇陵、
二进宫》《红灯记》 等剧目百看不
厌、百听不烦。期间的“孙毓敏舞台

生活七十年——荀风毓骨专场演出”
颇受关注，孙毓敏与弟子们同台呈现

《痴梦》《勘玉钏》《霍小玉》《陈三
两》等代表剧目。

另外，国家大剧院也将推出北京
京剧院的四台传统老戏：《状元媒》

《广泰庄》《锁麟囊》《胭脂宝褶》，分
别由王蓉蓉、朱强、迟小秋、杜镇杰
领衔。北方昆曲剧院以 《赵氏孤儿》
和 《孔子之入卫铭》两台新编剧目独
树一帜。不得不提及的是分别于大年
初一、初二及正月十五推出的几台演
唱会，“长安”和“梅大”依旧以京剧独
尊，“评大”的五大剧种荟萃更成为异
军突起的“品牌”，中山音乐堂也以

“国韵春秋，华彩流金——京剧名家
名段·新春大型演唱会”和“菊坛华
章，盛世迎春——京津冀京剧名家迎
新春演唱”跻身其中，强大明星阵容
令人翘首。还有就是北京文化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小剧场京剧 《思·凡》 也
在此间再度回归。

话剧亮眼

现象级剧目集束回归

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戏剧学
院、静安现代戏剧谷联合出品的新版

《狂飙》 于 2017年引发许多议论，春
节期间重新亮相，至少是对其市场传
播力的认可和肯定。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玩家》和
《我爱桃花》 竞逐春节档期。前者聚
焦迷离而诡秘的收藏世界，围绕争夺
稀世藏品的心术与智谋，展现京城玩
家众生相，冯远征、梁丹妮、王刚组
成的明星阵容是亮点。后者自问世以
来便以其独具格调的实验气质和人性
拷问，为小剧场戏剧观众所追捧，此
番再演，值得期待。

国家大剧院将于春节期间推出独
立制作的话剧《西望长安》和《哈姆
雷特》。老舍根据“新中国政治诈骗
第一案”于 1956 年创作的五幕讽刺
喜剧 《西望长安》，于今重排，其难
得的现实荒诞令人深思，其中关于

“假”与“骗”的描摹，具有极强的讽刺
意味和现实意义。同期在国家大剧院
呈现的两个系列单元“人民艺术剧院
邀请展”和“青年导演作品邀请展”，分
别推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原创大型
历史话剧《天下粮田》和北京曲剧团
的小剧场话剧《老张的哲学》。

另外，几台票房强心剂重磅回
归，扛起春节期间小剧场演出的大
梁。繁星戏剧村的都市爱情喜剧《那
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自首演两年来，

已在全国巡演近 2000 场；孟京辉的
反情节戏剧 《我爱 xxx》 和小品寓言
式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直被
年轻观众所追捧。

春节期间的儿童剧演出亦是热点
频 频 。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的 《花
神》《青蛙王子》《成语魔方》，中国
木偶艺术剧院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
爸爸》一如既往地成为家庭观演的聚
焦中心。

京城今年的春节舞台，融汇古典
品质与时尚气质的舞剧剧目比例比往
年高出许多，除广州芭蕾舞团的《胡
桃夹子》 之外，都是国外引进剧目。
最吸引眼球的是国家大剧院的两台：
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蹈团的

《卡门》 和爱尔兰凯尔特传说踢踏舞
团的 《凯尔特传说》。另外，立陶宛
国家歌剧芭蕾舞团的 《睡美人》 及

《天鹅湖》 的俄罗斯多媒体版、乌克
兰基辅儿童芭蕾舞团的少年版也不容
错过。

其它方面，国家话剧院和三拓旗
剧团共同出品的音乐剧《你若离开我
便浪迹天涯》和中国杂技团的《天地
宝藏》《哪吒》继续热演。

（作者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
副会长，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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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春节”和“年”核心
含义就是团圆。无论从过去到现在形
式怎么变，大家都会在意过年能够与
家人团圆。

小时候，我们家族大约 40多人会
到嘉义老家团聚，一大家人在一起其
乐融融，感受欢乐的氛围。过年期
间，我们有很多的习俗：如年夜饭要
准备萝卜糕，象征新的一年要有好彩
头 （闽南语称白萝卜为“菜头”，与彩
头谐音）；除夕前要把家里打扫干净，
除夕到初三、初四不能扫地，以免把

家里的财运扫掉；除夕晚上守岁，正
月初一早上要抢头香，正月初二女生
回娘家……种种习俗都很有闽南特
色，也符合 中华文化的特点。

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年味淡了，很
多 习 俗 没 有 了 ， 也 不 再 有 祖 屋 了 ，
但是大家依旧保持着春节与家人团
聚的传统。比如说一起环岛，或到
台湾之外的地方过年，在旅行途中
吃年夜饭，互道新春祝福，从这个
角度来说，“过年”永远有家的温暖
和味道。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是我们团聚的日子、寻根的日
子，是血浓于水的亲情释放、表达和
张扬的日子。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亲
情、友情、人伦之情。在春节，人们
通过亲友团聚来勾连这些情感，来强
化家族、民族的认同，凝聚我们共同
的记忆，积累和沉淀共同的 。

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同时也
是辞旧迎新的概念。从本意来讲，

“年”是一个不好的怪物。最开始，
人们过年是要驱除这种不好的东西，
今天慢慢多了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寓
意。对老年人来讲，告别过去，期待
来年更健康；对中年人来讲，告别过
去，未来更有收获；对年轻人来讲，
告别过去，意味着成长。过年是一种
祝福、期待和渴望。今年春节，我依
然如故，回老家陪老母亲过年。这是
每年雷打不动的安排。

春节的意义，对于中国人而言，
从古老节庆，演变为一种寄托情怀的
方式。儿时春节的浓浓年味，至今记
忆犹新。年夜饭，一般在老人家里
吃。全家的主妇都在厨房里忙活，十
分热闹。男人们里书法好的，在大案
上写春联，听着四围人的啧啧称赞，
自己也很得意。饭桌上，大碗大盏，小
孩子们对老人说着吉利话。爷爷奶奶
一脸的喜气，一边掏出准备好的红包。
你可以说，那时候的年，充盈着各种
仪式感。在这仪式中，足见中国人对

传统的郑重 。记得有个年轻的
亲戚在国外求学，过年未及回来。那时
沒 有 微 信 没 有 脸 书 ，甚 至 也 沒 有
MSN。父母在除夕接到电话，喜极而
泣，真正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祖父见背
多年，过春节时，他的老朋友范用先生，
仍会寄一张贺卡到我们家，并附上他孙
儿的一帧小画。多年如此，令人感动。
这便是人情与岁月的重量吧。

时代在变，但仍有许多不变，渐至
于恒久。今年春节，在南方过。暖和的
日子，带家里长辈外出旅行几天。

葛亮
（作家，现居香港）

黄智贤
（台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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