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到了，因各地习俗略有不同，所以过春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你
的春节要怎么过？先瞧瞧咱们街坊们怎么过。 记者 柴琳琳

过春节只能回家？不，越来越
多的人不再忙着“赶回家”，而是计
划着全家一起“走出去”。

农历腊月还剩最后几天，按中
国人传统该是打扫房屋、采购年货
和准备年夜饭的日子。家住东区的
沈朝燕也一样。

“今年打算换种方式，带家人出
去转转，父母已经习惯了传统的过
年方式，而作为年轻人的我们也想
着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像沈朝燕一样，随着 80、90 后
成为家庭主力，越来越多老年人
的 观 念 随 着 年 轻 人 的 观 念 在 改
变，觉得全家出去过个年也比较
有意义。

2016年春节即将来临，家家户户
都要挂灯笼、贴春联。现在，市场上
批量印制的春联固然好，但还是少了
些古朴味道和艺术个性。如意湖办
事处绿城百合社区的唐汝亮几年来
坚持为居民写对联送祝福，受到大家
的喜爱和追捧。

“唐老师，下周一下午您有空
吗？社区居民们可盼着您来给大家
写对联呢！”“没问题啊，准时到！”1
月 29 日，记者在绿城百合小区见到
了 72 岁的老人唐汝亮，唐老看上去
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说话乐呵呵
的，一口便应承下社区工作人员的
邀约。

唐汝亮的老家在周口沈丘，自 8
岁开始学习书法，耳濡目染下对书
画诗词也特别着迷。退休后，更是
醉心于书法艺术。2014 年，唐汝亮
通过了书法等级考试专业二级考
试。每到春节前夕，左邻右舍都会
拿着红纸来找唐汝亮写春联，他也
总是很乐意。对每一位来求对联的
人都不会让人家失望。遒劲有力的
毛笔字，庄重典雅的祝福语，附着着

淡淡的墨香，不仅增添了年味儿，还
表达了一份诚挚的新春祝福。谈及
书法，老人兴致盎然，一下子打开了
话匣子：“希望这些寄托美好愿望的
春联能让大家开心过年。参加义写
春联活动，也能和同行交流切磋，实
乃好事一桩。”

“不同的内容要配不同的字体，
每年为市民义写的春联、楷书、隶书、
草书都有。”说到兴奋之处，唐汝亮双
眼放光，举手成握笔姿态，当空挥舞：

“楷书临摹赵孟，隶书临摹汉碑……
楷隶行草篆 5 种书法各有特点，不同
的用笔方法产生不同的形态、质感的
线条,不同的线条需要不同的用笔方
法去体现。”

谈及人生，唐汝亮感慨万千。年
轻拼学业，中年拼事业，刚退休时还
要帮助儿孙们创业，真正为自己活
着，也就是近两年的事情。年轻时喜
欢书法、绘画，但一直没时间，现在好
了，每天可以练习书法不下 8 个小
时，读帖、背帖、临帖、创作，以及读书
法理论文章，外出与书法界学者交流
等，不亦乐乎。 记者 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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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春节要怎么过

看看街坊们
如何过个祥和年

很多人认为横批都是从左
向右写和念，那么门上的对联也
应该由左向右贴和念，即左为
上，右为下。但是，根据排版规
定，横批文字从左从右写和念都
可以，竖写文字排版则应由右向
左。因此春联的正确贴法和念
法也应右为上，左为下，而不能
因为横批从左向右写就左为上，
右为下了。

正确的方法是，春联有两副
直联，每副的最后一个字有阴平、
阳平、上、去等声调，正确的贴法
是：面对大门，上联即尾字为上
声、去声的（普通话注音第三、四
声）在右边，下联即尾字为平声的

（普通话注音第一、二声）在左
边。而横批，传统写法为从右向
左，建国后新排版规定为从左向
右，两种都可。

内容上下联的词性，如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要对等排列，既
要相同，又要相对。如“新春富贵
年年好，佳岁平安步步高”每联都
是3个词组，即：新春—富贵—年
年好，佳岁—平安—步步高。春
联里的“新”“佳”都是形容词。

“春”“岁”“富贵”“平安”都是名
词。“年年”“步步”都是副词，

“好”和“高”都是动词。这种要
求，主要是为了用对称的艺术语
言更好地表现思想内容。

七旬老人写春联赠居民
笔尖上的“年味儿”受热捧

春节，这个在中国人心中意味
着团聚的节日越来越被老人们看
重，平日与子女“难得一见”的老人
们盼望着节日里能与孩子团聚，一
解思念之苦。

在绿地社区工作的王巧云每年
春节都会回老家平顶山过年，这种
雷打不动的习惯是因为老父亲大年
初三过生日。

因为常年不在家的原因，王巧
云对父母有些许愧疚。“老父母过完

生日就 81 岁了，平日工作忙回不
去，趁着春节放假会在家多陪老人
几天。”

“春节，忙碌而愉悦。回到家
乡，嗅着那熟悉的味道，吃着那熟悉
的家乡茶饭，仿佛这一年才圆满。”
王女士说。今年过年，许多城市人
照例选择回家过年，与父母团聚，与
兄弟姐妹共进年夜餐，那种甜蜜与
兴奋无与伦比。

每年春节王女士都会回老家过
年。吃团圆饭的形式没有变，但与
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就餐时要求所
有的盘子都干干净净的。王女士
说：“我们家人口多，过年聚餐一般
都去饭店。往年，全家人一下子点

好多菜，浪费
很多。今年，
大 家 精 心 挑
选了凉菜、热
菜和主食，我们也
成了‘光盘族’，大
家都吃得很好，不浪
费，还能少花钱。”王女
士表示，“光盘行动”已
经成为一种时尚。

“以前我们家都爱囤菜，一个年
过完几乎天天吃剩菜，今年爸妈主
张吃一顿买一次菜。”王女士说。

家住绿城百合社区的白女士由
于哥哥姐姐都在西安，她每年都要
开车回西安与家人团聚。而今年一
家三口选择坐新开通的动车回去。
白女士说：“一是孩子 5 岁了想让他
体验一次坐火车的感觉，二是还能
欣赏沿途风景，感觉这样出行挺放
松的。而且现在城市雾霾不断，不
开车可以减少尾气排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止白女
士一家，还有许多人庆祝春节的方
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低碳过年不仅
体现出一种精神的选择，更是一种
负责任的生活态度。

低碳春节

旅行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