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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习俗我们已
经淡忘，而老一辈的人对春节却有别样
的记忆。

据张玉枝回忆，在他们那个年代家
里没有钱，孩子又多，每年最盼望的日子
就是春节，因为到了那天孩子可以有新
衣服穿，也可以吃到平常难以吃到的
肉。张玉枝总会在春节到来之前熬夜为
孩子剪裁衣服，尽管那些衣服是用粗布
做的不结实，但孩子依然很开心，穿上新
衣的孩子会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衣
服不被弄脏。最让孩子欣喜的是可以跟
着大人去集市上购办年货，街上的人熙
熙攘攘，各种小贩不停地叫卖着，希望在
这一天可以多卖点钱。而家人会买两斤
肉准备饺子馅，包饺子，再买上几副对
联。等阴历二十八那天，熬好糨糊开始
贴对联，为春节增添节日气氛。家里平
时都是吃的红薯面，而在春节这天张玉
枝会拿出平时攒下来的好面，让家人能
过个好年。每次盛出热腾腾的饺子，家

里的孩子都高兴得不得了，一边吃着一
边说：“别盛完了，我还没吃饱，我还要
呢！”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着饭，说着一
天的趣事，很是开心。

到了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会围在
一起守岁，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聊着去
年欢喜与悲愁，为新年的开始做足打算，
等待着时间的流逝，带着美好的祝福期
盼着午夜十二点的到来。孩子们在除夕
这天也会努力让自己不睡着，等着放炮
迎接新年。终于等到了，一家人来到院
子，将鞭炮挂在高处并点燃，听着此起彼
伏的鞭炮声，迎来了新的一年！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对春节的那份
情怀却改变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每个家庭在这一天团聚
在一起，欢欢喜喜迎接春节，将美好的愿
望寄托在新的一年中！

因为家住在郑州市区西郊，小时候
的侯玉林过年都会和小伙伴们去郑州
市区里玩。“以前过年的时候，就想着
玩。”侯玉林说。

“当时也没有钱，到市里也就是转
悠着玩，和伙伴们成群结队地逛街，然
后拿私藏的压岁钱买点吃的好玩的，大
家互相交换着玩，虽然东西少，但是玩
得很满足。”侯玉林说，“鞭炮是过年最
好的玩意儿，大家买了成串的小鞭炮，
拆开一个一个地放，一串鞭炮能玩大半
天，还有的用鞭炮炸泥巴，胆大的还用
手拿着鞭炮点燃了再扔出去，因为这个
被炸伤的还不少呢。”

“我还被炮炸到过手呢。”那时候侯
玉林还不太记事，只依稀记得，当时看别
的小孩玩炮玩得不亦乐乎，自己也特别
好奇，就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拿了一个在
手里玩，没承想炮在手里炸了，“幸亏是
那种摔炮，很小，才没有受伤，但是整个
手也黑黑的，麻麻的，有点肿了。”想起来
小时候这些事，侯玉林笑了。

“现在都没有年味了。”侯玉林说道，
“我们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儿子在
海南工作，基本已经定居在了海南，过年
只有老两口在家过，过年和平常也没啥
大区别。”侯玉林慢慢地走着说。

过年期间，老两口也就坚持出来转
悠锻炼身体。“没什么地方去。”

前几年侯玉林也去过南方和儿子
一起过年，但并不是每一年都能团聚。
儿子不在的大年夜，侯玉林会和老伴一
起去饭店，因为现在饭店年夜饭很方
便，饭菜也都很不错，生意也很好，所以
老两口会在饭店吃饭，有时候也会叫上
自己的老朋友在一起聚聚，喝喝酒，来
消减一些对儿子的思念。

过了年，老两口还会一起去串串亲
戚，到其他地方转一转，但是少了儿子，
感觉年味都变淡了。现在大家都说年味
变得越来越淡了，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在外不回家的人多了，那些老人
过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孩子能回到自己的
身边陪伴自己，常回家看看。

“过了腊八就是年。”王玉莲说道。
“以前过年，那个时候都比较穷，但是临
近过年大人们都会给准备一套新衣服，
都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做的花棉袄，过
年的时候穿上，别提多暖和了。”

过年刻在王玉莲记忆深处的还有红
彤彤的灯笼。大年夜，天黑下来的时候，孩
子们就撒欢似的从家里跑出来汇聚到大街
上，每个人手里都挑着一盏红彤彤的小灯
笼，还有一些男孩子会做那些萝卜灯，灯笼
里放着固定好的蜡烛，亮闪闪的好看极
了。孩子们挑着火红的灯笼在大街上玩耍
嬉戏，漆黑的夜也被这一盏盏的灯笼点亮
了，一盏盏灯笼就像一个个跃动的精灵，伴
随着孩子们的奔跑在夜色中穿梭游动，为
孩子们照亮前方的路。孩子们还会摆出队
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弯曲的

蛇形，那灯笼也随着孩子们的队形而变化，
火红的烛光中浸满了孩子们的笑声。

去年过年，王玉莲家也赶了回时髦，
一家七八口人去了陕西西安探亲加旅游
了，在西安痛快地耍了三四天，“听说秦
始皇兵马俑可有名了，咱也去耍了，长了
不少知识。”王玉莲骄傲地说，“还吃了羊
肉泡馍，挺膻的，吃不惯。”虽然有些累，
但是一大家人在一起很是欢乐。

过年的习俗，已经悄悄发生了变
化。原本，中国人过年讲究一家人都回
到家中，吃饺子、放鞭炮。而如今，走出
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感觉现在过年
的方式变了，年味也越来越没有以前浓
了，其实是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使我
们对过年没有了以前的渴望。

“以前过年的时候总要到处去拜年，

但是现在不太看重这些了，家里人就一起
去旅旅游，又能团聚又能玩。”王玉莲笑着
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过新年的方式
也出现了多元化，更多过新年的方式出
现，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模式。可能年味没
有以前那么浓重，但是过年最重要的是一
家人团圆在一起，就像小时候过年，希望
和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一样。

春节，在他们心里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新年新气象，在合乐的氛围中总有
一两件趣事让我们印象深刻。

孩子喜欢过年不仅是因为可以有
新衣服穿更重要的是可以收到红包。
张仕阳每年春节都会和家人一起回到
老家过年，家里人说回老家热闹，比城
里年味浓。

大年三十当天张仕阳一大早就起床
约上村里几个熟悉的小伙伴，每个人穿
上新衣服新鞋子，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
袋子，从村口第一家开始要糖果。一群
人来到门前叩响大门，主人开门之后，张
仕阳与小伙伴们就开始说：“祝您在新的

一年里万事顺利，阖家幸福，心想事成！”
说得主人心里高兴，赶忙到屋里拿出家
里准备好的糖果分给他们。拿到糖果之
后，就开始转战第二家，忙碌一上午后，
他与小伙伴们的口袋就塞得满满的，然
后开开心心地回家向家人展示自己的
“战果”。回到家里家人早已备上丰盛的
午饭，一家人围在桌前说着对彼此的祝
福，愉快享用午餐！

到了大年初一，张仕阳起床后先向
家里的长辈问好拜年，老人笑呵呵地从
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带着祝福
递给张仕阳，拿到红包的他心里开心极
了！之后开始跟着父母去村里的亲戚家

串门唠嗑，每到一家张仕阳总会收到许
多红包，将红包收好之后，跟着家人继续
串门……

春节留下的习俗让这个节日“年味”
十足，也承载着你我对新的一年的期许
与祝福，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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