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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梁]谈“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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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春节将至，人们在谈话当中免不了关心起我们的民俗文化。这也许是现代人思想上的一大特点，越是远离了什么就越是要大加回

味。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过年怎么没有那么多年味了”？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 

    先说说春节在我们整个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位置吧。我对于春节或者说“过年”，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这当然是学了民

俗学，又用民俗学的方法到一些地方作调查的缘故。不管所要研究的题目是什么，也不管到什么地方，我总要了解当地过年的习俗。比

如有一次在上海的松江区农村，注意到当地人在为儿女结亲成家时，十分重视嫁妆的数量。其实，不仅在松江，而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农

村，婚俗上差不多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嫁妆的金钱所值是彩礼的5倍左右。那么，女方的一家不是太吃亏了吗？为解决这个疑问，

所询问的许多情况当中就包括有拜年的习俗。我注意到，当地在正月初二，成家的男人要同妻子、孩子一起前往岳父岳母家拜年。但是

反过来，妻子娘家的兄弟，当地称为“娘舅”的一辈，却没有在正月回拜的礼节，这种情况和别的地方差不多。不过，娘舅在接待姐夫

一家时，必定要对幼小的外甥进行一番盘问和教训，说轻说重都没有关系，这倒是比较特殊的现象。我将这拜年习俗中的细节与其它许

多事实联系起来给予思考，大致发现，在姻亲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娘家的嫁妆，具有获得日后权力的重要象征意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

明，要认识我们民俗文化的种种奥妙，或者说要真正理解祖辈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过年”永远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讨论话题。 

    年复一年的春节，是民俗文化得以集中展示的日子，也因为各种隆重仪式的举行，而成为我们追忆历史、颂扬民族精神的庄严时

刻。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特别设置了这个全民族的节日，史称“蜡祭”，也就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据说是在“腊八”前后，君王

和百姓一致地举行酬谢“百神”的仪式。到汉唐时代，蜡祭的活动仍十分隆重，要持续七八天，有人考证，这还是当时礼制上唯一可以

杀猪宰羊来敬献神灵祖先的日期。春节的另一个来源是古代历法上规定的“元日”，所谓“四时之首”。南朝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记

录民间元日的风俗，如：不论长幼，均正衣冠，按亲友的秩序互相拜贺，食饮强身健体的补品等。逐渐，元日这一天成为了民间“过

年”的正日子，但是在它前后数日中，所有神圣的仪式以及亲友之间加强交际的习俗，都烘托了节日庄重而又喜庆的气氛。这就渐渐形

成了人们重视过年的传统，也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年味”。进入到20世纪以后，中国的农耕社会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动，但在一段相当

长的时间里，我国城乡生活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大部分没有脱离传统的性质，诸如对于

家族、姻亲、邻里等关系的重视。所以，以农历为根据的春节，并没有很快失去它的社会文化基础，“年味”的失落也就没有那么迅

速。近20几年来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就人际关系来说，城市中越来越重视个人间的

实际交往，特别是年轻一辈对亲属与邻里的关怀有所淡化，所以“常回家看看”的歌声就异常地感人。春节为我们提供了弥补遗憾的机

会，因为那浓浓的亲情和归家的感觉本是对“年味”最重要的体验。可是，今天谁敢保证这种体验还像以往那样深刻呢。呼唤“年味”

的回归，正反映出人们在这方面的忧虑。虽然新的社会秩序最终会给春节带来新的意蕴，但从不忘历史与加深民族认同感的角度来讲，

原有的意蕴还是需要给予保留，是不可以消失殆尽的。 

    以往的过年，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周围的景象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门神、福字、年画、窗

花，悬挂的“挂钱儿”、灯笼，到街面和庙市上摆放的各式各样的年货；从小孩子穿上整洁的衣服，满街乱跑放鞭炮，到成年人的舞狮

耍龙，夜晚的礼花、戏曲表演等，都营造着欢乐的节日气氛。这中间，饱含着人们期盼幸福的心理，也表达着集体团结向上的精神。所

有这些，不仅是平日里难以见到的，而且与平日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可是现在，反差已经不那么明显

了，似乎在每一天都可以看见熙熙攘攘、五彩缤纷的景象，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和社会交往的活跃造成的。节日和平常日

子的消费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满足地说，“现在天天像是过年”。可真到了过年，却又感觉到太平淡太乏味了。其实，过年带给我

们的不只是消费的满足和热闹的氛围，更重要的是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这是指琳琅满目的节日装饰、特殊食品、礼节行为、

吉祥用语等。由于这些符号的提供，就使得人们在春节期间，能够耳濡目染地重温民族文化的传统和感受民族的精神。从这一点来说，

尽可能地保留一些传统过年的习俗也是十分必要的。我非常理解人们对“年味”变淡的忧虑心情，但体会更深的，却是觉得今天的人

们，对于自己传统节日风俗往往缺乏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好，相信大家都会为过好一个春节而在做出合理的选择，也一定会享

受到春节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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