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自衣冠归故里，人间两处辋川居。”没有一种感情比全家团圆更浓烈，没有一种温暖比得上回家过年。怎样让新
年过得更有“文化味儿”？本版为您回乡的年货清单里添上一份“精神佳品”，让您在阅读之乐中品味浓浓真情。

——编者

这本名叫《团圆》的书，只是一本儿童图画书。但您很难想象，书中讲述的小女孩
毛毛与父亲团圆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有人称赞这个故事“映射现
实、纯真动人”，有人认为书中这个生活在村镇里、喜欢吃棒棒糖的小女孩，代表的正
是当今中国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群体。

家人团聚才是年

毛毛在与父亲相处的 5 天里，一点一滴地找回
对父亲的记忆。有些记忆是父亲的形象。她和父
亲一起去理发，举着棒棒糖坐在父亲的身后，发现
镜子里剪了头发、剃了胡子的这个人“越来越像以
前的爸爸”。

“好运硬币”则是贯穿她整个新年最美好的记
忆。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除夕夜，父女俩一起包起了
汤圆，并且把一枚硬币塞进一个汤圆的馅里。

“这个故事更适合有阅历的中年人，我们的孩子
也许还不能体会其中的感情。”余丽琼说，“但在以后
的某一天，他们一定会从中找到共鸣。”

对于很多年幼的孩子而言，《团圆》的故事
里有热闹的过年场景，有全家人幸福的团
聚，捧着书的父母们却大多读出了更多
的意味。一位山东的母亲说，孩子只
能体会到其中团圆的高兴，可在
她看来，书里的故事却让人

“有一点点心酸”。
因为这些现实的背

景，《团圆》也常常被
介绍为一个“农民
工与亲人团聚
的故事”，
浓缩了
众

多打工族的悲欢，给城市
的孩子“一份另类的
亲情感受”。

（据 新 华
网 作者：付
雁南）

对于生活在《团圆》里的小女孩毛毛而言，“亲情”
一开始实在有些遥远。当父亲抱起她，笑眯眯地用胡
子扎着她红扑扑的脸蛋儿时，这个4岁小女孩的第一
反应，是伸出手用力地把父亲推开，随后又吓得大哭
了起来。

书中的情结，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在余丽琼的
心里，父亲给她的感觉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
全国各地有什么工程，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拎起箱子
出发，而照顾她和哥哥的任务，全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疑惑：“我总是想，我
们家3个人就够了，干嘛还要有一个爸爸呢？”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父亲被单位

派到哈尔滨学习，一整年没有回家。等到过年，父亲
回到安徽的家里抱起她时，当时还年幼的余丽琼就像
自己笔下的毛毛一样，吓得哇哇大哭，以为“有陌生人
闯进了我的家”。而在此之前，亲戚们都说，父亲最疼
的就是她这个女儿。

长大以后，余丽琼才渐渐体会到那一刻父亲的伤
心。当时，父亲突然决定要拍一张全家福。“那是我第
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家。”余丽琼说。

“爸爸在外面盖大房子。他每年只回家一次，那
就是过年。”从这句话开始，关于毛毛，关于这场小小
的“团圆”，故事被一点一点地编织起来，并且在画家
朱成梁的笔下，变成图画书里一幕幕动人的场景。

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火车站里挤满了急着回
家团圆的人。毛毛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风尘
仆仆地回到家里。一年的分别后，毛毛已经很难拾起
对“父亲”的记忆。

对于《团圆》的文稿作者余丽琼而言，毛毛并不是
一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她把自己太多的回忆都融入到
这个简短的故事里。余丽琼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在
很长的时间里，总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只有春节
的时候才能与妻子和一对儿女团聚在一起。

因此，在余丽琼幼年的记忆中，团圆成了春节

里不可缺少的家庭场景：“一定要全家人一起，才
叫过年。”

在这本最终被命名为《团圆》的图画书里，余丽琼
在一个又一个细腻的场景中记录下自己与父亲曾经
的交流。她甚至直接用自己的小名“毛毛”称呼书里
的那个小女孩。这个“太常见”的名字曾经让她在儿
时觉得羞涩、难堪，却在如今的回忆里充满了亲切和
温暖。

“好像每个人都有与亲人分离、团聚的体验，因
此，每个人也都会找到自己的共鸣。”余丽琼说。

每个人都有与亲人分离、团聚的体验，每个人都会找到共鸣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贾臻 校对：小新 组版：雪薇
书 香12

老话讲，进了腊月就是年。近日，《中国人
的安身立命之道——回家》新书发布，读者可以
从本书中感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和越来越近
的“年味儿”以及“回家”的内涵和意义。

发布会上，该书两位作者薛仁明、《人民日
报》高级记者白剑峰从传统文化视角出发，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读者交流家对于中国人的
独特意义。

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回家》中感受“家文化”

该书共有七章，分别为：《家居》《家祭》《家
乡》《家庭》《家风》《家教》《家国》，包括涉及儒释
道在内的诸子百家，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回家》既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读
本”，也是一本家庭生活的“百科全书”。书中有
美食的味道，有节气的韵律，有建筑的光影，有
祭祀的虔敬，有生死的感悟，有血脉的绵续，有
乡愁的记忆，有夫妻的恩爱，有教子的良方……

《回家》这本书既是两位作者彼此欣赏、合
作的产物，也寄予了他们共同的期许。作者希
望更多人回归家庭生活。年轻一代的“丧”与抑
郁，与其说是家庭没“教”好，不如说是家庭没

“化”好。在中国文明里，任何地方“化”人之能
量，都难及家庭之一二，任何名师对人性情的影
响，也难与家庭比肩。作者希望更多人回归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一部中华文明史，就
是一部家的历史。现代人浮躁难安，回归自己
的文化，方可寻求一份心安，方可领悟安身立命
之道。

（据人民网 作者：刘婧婷）

“家，比任何一所名校，任何一个名师都重
要。”发布会一开场，白剑峰就分享了自己对家
的理解，他认为，家对于中国人有独特的情感
意义，是心灵的寄托之所。正如他在书的序言
中所写：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将自己和薛仁明
比喻成厨师，而这本书就是提前送给大家的一
份精神年货。发布会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读
者，不论是耄耋老人，还是弱冠少年，都听得饶
有兴致。

两位作者与读者交流家庭与国家的关系，
他们谈到，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
会安定，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中华民族历来
重视家庭，家庭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
后，更需要安下来。回归家庭，就是最大的安心
之法。

《回家》一书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了
“回家”的内涵和意义。该书以家庭为切入点，
从饮食男女到四时祭祀，从乡愁乡思到祠堂家
谱，从居住空间到民俗风情，从家风家教到家国
情怀，涵盖了家庭的方方面面，将中华传统文化
融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剖析了中国人的文
化基因，阐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烹饪精神年货
阐释家国情怀

淡淡书香 浓浓真情

十足年味扑面来
在《回家过年》中赏年俗

在《团圆》中找寻情感共鸣

《话说春节》

作者：萧放 汪榕培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本书主要介绍了春节的起

源、春节的演变和发展、春节的传
统习俗、春节的现代意义等内容。

《闲话中国年》

作者：王封臣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本书以说书讲故事的方式，讲

述了中国传统广义上的春节，即从
每年的腊月初八开始一直延续到
来年的二月初二，在这五十余天的
喜庆日子里，每一天都蕴含着有趣
的民俗、掌故和传奇。

《北京的春节》

作者：老舍
绘者：于大武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本书选自“人民艺术家”老舍

的散文名篇，画家于大武以国画
的笔法，艺术地还原了老舍先生
笔下的老北京，呼唤起“春节”在
中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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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旧事》

作者：张志春
出版社：河北大学

出版社
本书为原生态中国节丛

书之一。该书用图文并茂的形
式，介绍了历史上中国人过春
节的各种风俗习惯、历史传说、
诗词书画、文史知识等内容，融
可读性和知识性为一体。全书

语言通俗，内容丰富，适合
广大读者阅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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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门上那把生锈的铜锁，锁住了儿时
的记忆。乡愁是攥在手里的那张褶皱的车票，
带你从远方回到最初的起点——家。在卞家华
先生的《回家过年》中，熟悉又亲切的老年味儿
扑面而来。

过 腊 八
有句儿歌：“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过了腊八，就开始“忙年”，做各种好吃
的，馋嘴的孩子可以一饱口福。

剪 窗 花
家家户户裁剪各式各样的大红窗花，展示

才艺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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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是所有人紧紧依偎，哪怕距离遥远，心也要聚拢在一起02

孩子只能体会团圆的高兴，大人读起来却觉得有一点心酸03

备 年 食
“不炸果子不过年！”炸果子、蒸馒头、磨豆

腐，过年就是要吃好。

扫 房 子
“二十四，扫房子”，辟邪除灾，迎祥纳福，

室内屋外，彻底打扫，干干净净迎新春。

贴 春 联
贴上春联，意味着春节正式拉开帷幕，辞

旧迎新，迎接美好的新一年。

年 夜 饭
过年，就讲究个全家团团圆圆。离家再

远，也要回家团圆。

敬 长 辈
祭祀祖先，拜长辈，代表了中国人家族兴

旺、阖家欢乐的期盼。

拜 个 年
正月初一，守岁再晚也要一早起来拜大

年，给长辈邻里祝贺新年。

走 亲 戚
闺女回娘家，拉开了走亲戚的大幕，七大

姑八大姨过年都要拜一拜。

接 财 神
大年初五俗称“破五”，是“迎财神”的好日

子。各家置办酒席，恭恭敬敬请财神，祝愿新
年财源广进。

逛 庙 会
过年就是图个热闹。逛庙会，唱大戏，看

戏法，人山人海，玩个痛快。

元 宵 节
正月十五，看花灯，耍龙灯，点灯碗上供，

吃元宵，大红热闹福满天。

二 月 二 龙 抬 头
过完元宵节，年就算是过完了，但民间还会

接着热闹，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才集中精力投
入新一年的工作与生活。

年味儿是空气中淡淡的爆竹烟味，是门框
上大红灯笼新对联喜气洋洋的滋味；年味儿是
热气腾腾的饺子，是你来我往的红包，透着浓浓
的人情味；年味儿是妈妈烧的菜、爸爸倒的酒，
在外地花千金万金也买不到；年味儿是忙碌的，
热闹的，团圆的。

年味儿，是家的味道。
（摘自《回家过年》）

回归传统文化
寻求安身之道2

卞家华，号“石门闲人”，现代漫画
家，上海丰子恺研究协会研究员，河北漫
画研究会第三任会长，河北少年儿童出
版社高级编辑。作品有《老卡和小卡》
《哪吒》《北京老礼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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