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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岁月留痕让岁月留痕
让春节留声让春节留声
——中原地产人士贺岁忆年

今冬多雪。每年到了下雪的时节，
便会不自觉地认为离春节又近了一步。

接到征稿邀约的第二日，我与建业
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一起参加嵩山会的新
年家宴活动。家宴上有包饺子比赛，我
与胡葆森分在一组，三组之中，我们这组
最后拔得头筹，他还夸我饺子包得不错！

关于过年的记忆，如今在冰天雪地里
想起来仍然印象深刻的，就是和奶奶一起
包饺子了。我包饺子的功力是奶奶一手
培养出来的，在我五六岁时就掌握了这门
技艺。买菜、择菜、剁馅儿、调馅儿，一整
套流程我都熟稔于心；擀皮，我一次成形，
薄厚均匀，又快又好；和面，我对自己有

“盆光、面光、手光”的“三光”要求。
小时候家中清贫，父母远在焦作上

班谋生，我和奶奶在信阳固始蒋集镇一
起生活。我家前面就是医院，只有两家
邻居。彼时普遍物质贫乏，我平日里常
常吃不饱饭。那时总觉得日子过得很
慢，漫长的一年中，最盼望的就是过年。
因为过年可以吃饱饭，还有肉吃、有新衣
服穿，可以见着亲人。

过了腊八，迎来寒假，我心心念念地
希望时间能快快过去。好在年前还有很
多东西需要准备，备年货、炸丸子、打扫
卫生、贴春联……忙忙碌碌中，也就到了
年根儿。

我有很多个春节是和父母分离的，
除夕夜也只和奶奶两个人相守度过。记
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奶奶早早就开始着
手包饺子、备小菜。吃完饭收拾妥当，我
们围炉烤火取暖，奶奶给我一点儿压岁
钱，我就高兴大半天。随后，邻居会来串
门拜年，大人们说话，小孩玩闹，跳动的
炭火驱散着冬日的寒冷，热闹的欢声笑
语也替代了我对父母的想念。

整个春节，从除夕夜的饺子到元宵
节的灯笼，我总是希望时间可以拉长，可
以留下更多的念想与记忆。

及至后来，时代变迁，岁月更改，生
活越来越好，欢度春节的方式越来越
多。我不再像幼时那样盼着过年，反而
总觉得岁月如梭，一年又一年过得太快。

我们这代人，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
成长在改革开放的七八十年代，生活在
衣食无忧的新时代。我们在不经意间见
证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参与着人们生
活习惯的更改，经历着春节欢度方式的
演变。

时光辗转五十余载，时至今日，有些
记忆虽已模糊不清，但小时
候过年的情形还犹如昨日，
历历在目。我始终明白，春
节只有那么几天，我们对家
人的爱却可以在每一刻，
在寻常而又平凡的
幸福之间。

回不去的时光，回不去的心，过年成
为了乡愁。从家乡出来，一晃十几年，很
多时候我都在想，是什么让乡愁在当下
变得如此冲击人心。

一番探究之后发现，在工业化、城市
化的冲击下，一场历史巨变面对前所未
有的文明大转型，传统的“乡里社会”形
态转变成了陌生人的世界。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乡村和
城市的分裂造成了现代创痛。人们在乡
村和城市之间游弋徘徊，情感的纠葛从
未停止。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到来，那
种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长期定居的生
活中断和消逝，很多人在这股浪潮中飘
散四方。

而每年过年，“到不了的都叫做远
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变成新时代的
一种现象。如何留得住乡愁，也成为了
一个时代话题。

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活
过的家乡，一个是心灵的故乡。奥伦达
部落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儿，就是给
每一个生活在小镇的人家的感觉，一个
精神回归的乡村乐土，一种美好生活实
践的属地。

这些年，很多春节我都在原乡度过，
每年过年，小镇都会有很多居民，他们中
有很多都已经回不去故乡，但是很多人
告诉我，在这里，他们找到了那些久远
的、惦念的乡愁。

开始我不理解，原乡用了 13年精心
打造的院子和圈子，很多人都从城里来
乡里过年了，很多人过年即便回不去故
乡，思乡的情结也会因为小镇生活淡化
和消融吧，怎么会有乡愁呢？现在我明
白了，他们说的乡愁是他们心中美好的
回忆和乡土文化的情结。这种情结，在
他们聚群过年时找到了“此心安处”。

奥伦达部落原乡春晚，已经连续举
办8年。由乡民自创、自导、自演的晚会，
在农历年来临之前就热闹上演了。这么
多年从不间断，而且越办越好，从他们的
表演中，很多人看到了幸福的模样。

除了原乡春晚，每年过年的前几天，
奥伦达部落原乡小镇会有很多书法家写
对联，用他们的生活感悟表达生活的美
好。除了自用，他们还把写好的对联送
给邻居，大家一起享受新年的平安与祥
和。浓浓的乡邻之情和满载祝福的热情
让小镇充满了温暖。

最让人感动的是，在原乡的历年春
节，除了西镇酒店会为乡民提前准备海
鲜大餐年夜饭外，很多乡民还自发组织
百家宴，一家一道拿手菜，汇集了八方美
食。

林林总总，这些充满温度的年味儿
是让人感动的，我想这就是未来小镇生
活的模样，也终会有一天，这样的小镇会
成为人们生活的家乡，心灵的故乡。因
为心之所系，再无彷徨。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农历戊戌年马上要到了，朋友圈内
又掀起一阵阵“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感
慨，同时也在感叹现在过年的年味儿越
来越淡了。

是 啊 ，如 今 过 年 ，对 于 不 少 人 来
说，似乎只是一个标志，如同千百个普
通的日子，没有隆重的仪式感、兴奋劲
儿，年味儿确实变得淡了点，很多人因
此伤怀。我觉得伤怀倒不至于，每个
时代的气息都是不同的，带给人的印
记和回忆也是不同的，我们要面对，也
要接受。

但即便如此，在我心底，还是很怀念
小时候过年的种种场景。每每回忆起
来，那种满满的期待、浓浓的热情、红红
的喜庆气息仍能填满整个脑海，涌进心
头，让人忍不住沉浸进去。

我是郑州高新区人，高新区在上世
纪 80年代还是一大片村落和麦田，社会
物质还不丰富，一年中最大的诱惑就是
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天鱼肉、
白面、大米。大人们一进腊月就都喜气
盈盈的，小孩子更是兴奋，每天掰着手指
头倒数，盼着过年那天能早点到来。我
记得，只要一进腊月，“好日子”就来了：
各种零食开始出现在家里，母亲也会从
腊月二十三那天开始，做各种好吃的，可
以一直吃到正月十六；穿着方面，我小时
候平时都穿旧衣服，只有过年、过节才能
穿上新衣服，这就让孩子们盼望过年的
心情更加强烈，等春节真正来到的那一
刻就无比兴奋。

此外，春节期间还要“走亲戚”，不仅
能够见到久别的亲戚，还能吃到各家做
的不同风味的佳肴。向长辈们问候一声

“过年好”，给老人们磕个头，还有压岁钱
可以收。

我母亲常说：“过了十五过十六，过
了十六照原旧。”意思是说，过了正月十
六就要按原来的方式吃饭穿衣，过着粗
茶淡饭的生活。对于孩子来说，一年当
中美好的生活如此短暂，所以才足以令
人珍惜和向往。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过春节，人们在
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五颜六色的烟花
里和精彩纷呈的春晚节目中寻找一些

“年”的欢乐，“年”味儿在不知不觉中淡
了很多，“年”的诱惑也少了些。人们在
平时也能享用到过去过年时才有的珍馐
美味和盛装华服。但从这些变化中，我
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人民经济的巨
变，感受到我们的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

从我个人来说，不管年味儿的浓与
淡，只要能在这时候与家人在一起，享受
团圆带来的美好，就胜过一切。

来吧，放轻松，准备过年吧！

中国人自古内敛含蓄，喜“借物抒
情”——借月寄相思，借竹表气节。在我
看来，节日的意义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其
实是一种借此让平日里在四面八方奔忙
的亲朋们聚在一起的理由。“年”，就更是
如此了。中国人，以家为本，以聚而安。
所以无论离多远，不管工作有多么繁忙，
年，还是要与家人团聚。

家和亲人，是过年永恒不变的主题，
也会在每个春节，衍生出新的风味、新的
意境，赋予人们很多难以言表的光阴韵
味。十年前的温哥华，长期定居于此的
中国人还不算太多，没有满街的春节装
饰，没有鞭炮声的此起彼伏，没有络绎不
绝的拜年短信。少了一份热闹，多了一
份简单的宁静，我们更多时候会邀朋聚
友，一起欢度除夕。五湖四海的好友带
着老家风味的拿手料理，川菜、湘菜、粤
菜、东北菜统统集齐，在一起和面、剁馅
儿、包饺子，其乐融融，围聚一堂，宛如一
家人般推杯换盏，吉祥话就着饺子和酒，
暖暖地下肚。饭后聊着对乡情的眷恋，
对故土的魂牵梦萦，对家园的念念不忘，
虽然远在“异乡”，但因为有家人、爱人至
亲在身边，所以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异
客”，家人在，家就在！

过年是时光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
物。让我最记忆犹新的一次年夜饭，是
在儿子回国的前一年，他为我做的第一
顿饭。他在加拿大读书十几年，很独立
自强，课余时间在一家餐厅打工，因为吃
苦肯干，做到了主厨的级别。这次过年，
他很晚才回来，拎着大包小包，进屋就直
奔厨房，只是为了给我做一顿他拿手的
料理。在等待期间，我百感交集，心疼与
喜悦交织，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
扑鼻香。一阵香气打断思考，一盘精心
烹饪的芝士焗生蚝出现在面前，毫无疑
问，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料理，这
个年成为我最幸福的年，这顿饭也成为
我日后和大家无数次分享的话题。

过年，于无形中成为了一种纽带，让
人们对生活、对光阴有着太多的铭心刻
骨和念念不忘。年的记忆充斥着与家人
一起创造的幸福和温暖。作为地产人，
把这种优美的生活、美好人居方式带入
中原，让中原同胞也能领略到更好的、国
际化的生活享受，是我一生都要修习的
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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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亘古相传的盛大传

统节日，承载着华夏儿女对欢乐、吉祥、美满、团圆等美好情愫的热切期待和热忱向往。

过年，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珍藏和沉淀了太多的温馨回忆，那些关于“年”的情感与故事，虽

然久远，却历久弥新。春节的脚步渐近，本报特别推出《让岁月留痕 让春节留声》专题策

划，倾听中原地产人士关于过年的趣闻、记忆与感怀。

胡葆森（左一）和姜明一起包饺子

李燕和爱子在一起李燕和爱子在一起

（下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