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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婆结婚几年了，一到过春节就
头大。原因很简单，老婆是本地人，而我是
典型的“凤凰男”。乡下很讲究传统习俗，

“初一崽，初二郎”，在老家人看来，儿媳妇
除夕在婆家度过，那是天经地义的。可老婆
是独生女，岳父母的掌上明珠，大过年的，
她也想陪着自家爸爸妈妈。

结婚头一年，岳父硬催着老婆去了我
家，我心中暗暗感激。

可第二年，老婆死活不肯去了，我无
奈，只好陪她在岳父母家过春节。新年钟声
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父亲有气
无力地说：“这叫什么过年？冷冷清清的就
我们老两口。唉，没办法，人老了，就图个热
闹。谁不想自家儿女陪着呢？！”

我放下电话，回头看看老婆一家人开
心的笑脸，心里真不是滋味。同样的场景也
在脑海里回放，老婆去我家的第一个除夕，
晚上12点，父母亲欢天喜地张罗放鞭炮，老

婆却嘟着嘴，忽然哭了。我慌了神，急忙问
她：“怎么啦？”老婆抽抽搭搭地回答：“我想
爸爸妈妈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在外
面过年，这时候，他们该有多想我呀！”此言
一出，我的父母顿时就沉默了，室内的气氛
无比尴尬。良久，父亲说：“那也没办法，你
已经嫁到咱们家里来了，老辈子都是这么
过的。”老婆一听这话，不高兴了：“如今时
代不同了，家家户户都只有一个孩子，难道
女儿就不能孝顺自家父母？”

火药味在蔓延，比室外的硝烟气息更
足。我急忙出来打圆场：“那明年就在你家
过吧，轮流总行了吧。”父亲还想说什么，母
亲暗暗地拉了拉他的衣袖。当时，我只觉得
老婆任性，像个小孩，大过年的还哭鼻子，
等到自己身临其境时，也多少理解了老婆。

可是，今年的春节该怎么办呢？双方老
人都在眼巴巴地望着，让谁失望，我都于心
不忍。

“老婆，咱们得做个决定了，到底去哪
儿？再迟了就买不到票了。”我急切地催老
婆。老婆轻描淡写地回答：“哪里都不去，就
在咱家！你要是去买票了，我跟你急！”完
了，完了，老婆下了最后通牒。死缠烂打，无
效；讨好献媚，没用；送小礼物，照收，没有
下文。时间一天天逼近，我也开始如坐针
毡。怎么开口跟远方的父母说啊？

这天下午，我刚刚走到家门口，远远就听
到室内欢声笑语，侧耳细听，明明就是父亲的
大嗓门：“幸亏俺儿媳出的这点子，好，咱们也
进城旅旅游，开开眼，和亲家一起，热热闹闹
过个大团圆的年！”难怪家里堆满了土特产，
平时都是我们大包小包地赶回家，这次年迈
的双亲，为了爱，来了一个“逆迁徙”。

大年初六，把二老送到回老家的火车
上，回到家，我幸福地笑了。其实，只要一家
人在一起，在哪儿又有什么要紧的？有爱的
地方，就有家。

春节“逆迁徙”

年事的变迁

□高求忠

过年了，大街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
年货，商场里、超市中，到处是打折促销的
广告，人们忙碌着、精心挑选着年货，家家
户户都在为过一个温馨而快乐的新年，做
着认真而细致的准备。

我家也不例外，妻子趁着休息日，也
加入到采购过年物资的大军中，鸡、鸭、
鱼、肉都已备齐，冰箱里塞得都容不下了，
可妻子总觉得年货准备得还不够，总是这
也想买，那也想购。今年过年前，妻子欲
拉着我去超市采购年货，我拒绝了，说：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咱老百姓
的日子天天都像是在过年，只要荤素搭
配，吃起来健康味美，不浪费，一样是开开
心心过大年。”

听了我的话，儿子也过来说：“现在过
年可不像以往了，大家的观念都在发生变
化，以往过年，人们看重的是吃，现在过
年，人们注重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崇尚的
是低碳节俭的过年方式，以往那种大鱼大
肉胡吃海喝的过年方式，早已out了！”

想想也是，现在社会上的富贵病，十
有八九与荤素搭配不当有关，大鱼大肉的
过量摄入，使人体中的高脂肪、高蛋白长
年堆积，加之有些人不爱运动，“三高”便

出现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许多人已经
意识到这个问题，低碳节俭过年，既有利
于健康，还能帮我们省下许多不必要的开
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充分
享受过年的乐趣。

听完我和儿子的话，妻子恍然大悟似
的对我们说，难怪今年小区的大姐大妈们
不像以往大包小包地往家提大鱼大肉了，
净挑些新鲜的蔬菜放到家里，敢情是在过
一个低碳节俭的新年呀！

一家人正说笑着，门铃响了，原来是
小区的张妈邀妻子去楼下跳广场舞。妻
子故意为难似的说，正愁着置办年货，张
妈你就来了，这不是给我添乱吗？张妈一
听，哈哈一笑，现在超市、商场多得是，想
吃什么随时都买得到，没必要左一袋右一
袋地往家里提，堆得像小山似的，既占地
方，往冰箱里放还耗电，何苦呢？走，跳舞
去，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新年，首先是要有
一个健康的身体。

今年过年，我家在饮食上荤素搭
配，新鲜可口。我家今年过的是个低碳
节俭年，用老婆的话说就是：少坐车子
多跳舞，少吃油腻多食素，健康快乐不
发福。

过个低碳节俭年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也是在变
的。如今人们生活日益富足，大家在网上寻年、书中读
年、低碳过年……方式的或此或彼，年味的或浓或淡，如
同西子的妆容，总是相宜的，只要我们心中装着对未来
的希望，装着对岁月的感恩。 ——编者

回老家过年那天，堂弟给我打电话，
说：“哥，我去车站接你吧！”我说：“不用了，
带的东西也不多，再说你还得来回搭公交
车，麻烦！”堂弟在电话那头笑了，他说：“不
麻烦，我买车了，很方便。”

二十分钟不到，堂弟就开车来了。我
说：“你行啊，车多少钱？”他说办下来六七
万吧，也就是大半年的工资。堂弟告诉我，
现在南方很多厂都缺人，他给人做劳务，一
年下来，挣不少钱呢。“哥，咱俩一块儿干
吧！你有头脑有文化，咱们合伙肯定大有一
番作为！”堂弟说。我笑笑，没有言语。

我一般只在年底回去一趟，在外地打
工的儿时玩伴们此时也从大江南北陆陆续
续赶回来。我们难得一聚，今天到你家，明
天到我家，聚在一起打个小牌。看着他们手
里拿着iPhone5、三星智能机，我的小米2S

还咋好意思拿出来。他们问我的工资，我说
也就三四千吧！说实话，还多说了一千。我
也问：“你们收入咋样？”他们笑了，说：“一
天没有二百以上，谁干呀！”我说：“你们都
做什么，这么挣钱！”他们说：“大作家，说了
你也干不了，干建筑，装修、刷漆、砌墙，什
么挣钱干什么。”还有一个玩伴在城里收废
品，一天也能挣三四百。我确实干不了，一
来拉不下脸面，二来还真没有那力气。他们
问我：“你在单位做什么？”我说搞宣传，业
余时间写点东西。他们说一篇文章能挣多
少钱？我说三五十吧，好的话一两百。他们
说那一天写个十来篇也挣得差不多了。我
苦笑。

年后去姑姑家串亲戚，表妹问我：“哥，
你知道港澳通行证怎么办吗？”我说：“没办
过，不过可以到网上查一查。你问这干吗？”

她说：“我想去香港玩，不过你别跟我妈说，
说了她该不让我去了。我打工的地方离香
港很近，来回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厂很多
女孩都去过了，我也想去。”我说：“那得花
多少钱啊！”表妹斜睨了我一眼，说：“我打
了几年工，现在攒了不少呢！”我说：“那也
得留着买嫁妆用，要不，到婆家看你吃亏
不！”表妹笑了，说：“你姑早就给我准备好
了，不用我操心！”我摇头。

初五以后，公路旁有不少人，他们背着
铺盖，提着行李，又要远行了。过完元宵节，
村里的壮劳力基本上都走光了。

乡亲们富了，日子也渐渐好起来。看到
这样的情形，我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只是
不知，富了以后，乡亲们的日子将走向何方
呢？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我想，没人能够
给我答案。

过年琐记
□黑白

□刘昌宇

叶兆言称春节正是读书的好时节，读
书过年可谓在浓浓的年俗中浸入一种人
生况味和高雅书香。

平时生活节奏快，工作
忙，经典书籍摆满书架，我

却好长时间未能将一本
书认认真真、完完整整
地读完过。春节假期
长，没有工作牵挂，不为
生计劳神，心情最放松，
怀着“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心
境，躲进小屋，读几本书，

让心灵拥有一次短暂而意
味深长的停泊。

读书是很好的休闲。春
节不仅仅需要酒肉、亲情、乡情

的盛宴，更需要精神和文化的大餐。
春节是生活的歇息，在省亲会友之余，
尽可以研读经典，与那一行行文字对
话，在静谧中、书香里体味着属于自己
的年味。

读书是最大的快乐。读书过年，更

能在阅读的享受中得到快感。从阅读的
乐趣中放松自己，使自己豁然开朗，让生
活有了一种情调。所谓“至乐无如读
书”，古人告诉我们，唯有读书能带来这
种充满生命力的快乐，这是一种智慧之
乐、心灵之乐、和美之乐。读书过年，实
在是味道好极了。利用春节这一长假读
书，能够得到更高境界、更加饱满、真正
意义上的快乐。

在新年里读书，更有一种新意。俗话
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随着读书渐成为
人们过年的一种方式，如今“谈书论书、以
书会友、以书结缘”已成为人们过节的“新
习俗”，读书过年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新
的内涵。

书香春节，别有风情。春节是回家
的日子，读书也是一种回家，是心灵的回
家；春节是休息的时间，读书也是一种休
息，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休息；春节是团聚
的时光，读书也是一种团聚，是与思想、
智慧和美好的团聚。在阅读中博采、怡
情、交流，实乃最佳的过年方式，何乐而
不为呢。

书香春节

□苗向东

在外的游子纷纷踏上了回家的路，街
上变得热闹了，超市的货架上早已摆上了
琳琅满目的商品。又是一个新年在眼前，
虽然回家的心早已像揣着只兔子怦怦跳
得欢，可是，老公今年春节值班，回不了
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吃着饺子看春晚、嗑
着瓜子拉家常的热闹不能享有了。

晚上，我闷闷不乐地坐在电脑前边打
游戏边念叨着：“这个年可怎么过呀？”在
一旁看报纸的老公眼珠子一转，回答道：

“那好办呀，看你天天趴在电脑前，咱们就
在网上过年吧。”

网上过年？我好奇地转过身，听老公
津津有味地讲在网上过年的想法。他说，
除夕夜，咱们让远在家乡的父母打开电脑
视频，通过网络给父母亲拜年，祝二老在
新的一年中万事如意，如果彼此端来香喷
喷的饺子吃，那就更能感到他们好像在身
边一样，镜头中一片温馨，这样既新鲜又

时尚。
果真，在春节假期里，我们轻点

鼠标，将从网上下载的电子贺卡传递
给远方的亲友；在网上贴喜庆的春联、
放鞭炮，让传统的春节在网络上变得丰
富多彩；在 QQ 空间或者微博中写下一年
来生活中的诸多感慨和在新年里努力的
目标，与众多的网友一起分享喜悦，那可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呀。

此外，各类网上虚拟社区年味也很
浓，我们还能够“尝”到“电子饺子”“电子烤
猪”等美味佳肴；与热爱音乐的网友们把
KTV“搬”到网上，在新浪“UC”和“麦克网”
等网络卡拉OK平台上唱歌并且录制视频
……室内，我们在网络上高歌，飘散着“恭
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
中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的欢快歌声；室
外一抹春光播撒开来，照耀得世界一派豁
然开朗，这样的年你说有意义吗？

网上过年

□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