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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月刊

盼着，盼着，春节终于来了。
春节是什么样？
春节是穿新衣放鞭炮的那份喜悦，是贴对联挂灯

笼的那份热闹，是向长辈请安问好的那份敬重，是孩
子们拿到压岁钱时的那份开怀。春节更是父母健康全
家安好的那份期盼，是亲朋好友互道祝福的那份深
情，是阖家团圆、共叙天伦的那份美满和幸福。

市中的春节又是怎样？
对于生活在市中的人们来说，过年是外出郊游的

开怀与释放，也是一家团聚的亲切与温馨；是庄户剧
团吹拉弹唱的热闹，也是艺术馆里阳春白雪的静谧；
是琳琅满目的高档超市，也是赶不完的庙会大集。春
节是在民间传承千年的积淀，却也正见证着一座城市
的崛起和辉煌。

月是故乡明。对于市中人来说，春节的喜庆，附
带了家乡的独有的气息和特色，年味也愈发的浓郁
了。

本期《文化月刊》，将带你走进春节里的市中。

作为医疗工作者，我们将为全区乃至全市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最高效
的医疗健康保健服务，将市中区打造成为全市人民医疗保健中心。

区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感动枣庄十佳人物

我们的市中有她的沉淀和积累，有她的大美与高尚。所以我们更要注重
自己的文化涵养，力求自己和城市同步成长与前进。我心中的市中不一定有
高耸入云的住宅楼和商厦，应该是更注重城市精神的建设。人们要有文明的
行为和美丽的心灵，人们都去注重文明素质和文化教育，有更高境界的娱乐享
受，就不会只聚集在灯红酒绿的地方。这样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年轻、美好，充
满活力。

清和艺术馆执行馆长

时光荏苒，迢迢不停。展望市中未来，我们充满希望。共创美好的新市
中需要我们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因为我们都是市中人。

枣庄市集报协会会员

市中，一座温暖的小城，市中人的和谐家园。作为一名检察官，我愿做
平安市中的忠实捍卫者，与大家齐心协力，同沐风雨，勇担责任，共同创建
我们的美好家园！

区检察院检察官、感动齐鲁政法人物

我喜欢市中，喜欢她百年传承的质朴与沧桑；我热爱市中，热爱她欣欣
向荣的发展与成就。我祝福市中，祝福她蒸蒸日上、尽善尽美……

新远大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期盼市中的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市
中的每个成人都能关注孩子的教育，市中发展朝气蓬勃、潜力无限。

枣庄三中教师、省人大代表

不知不觉又逢岁末。物质越来越富
足的今天，年味却越来越淡，腊月里我
们依旧赶早上班、摸黑下班，我们不再
做腊八粥，不再忙着扫房、请香、祭
灶、封印、写春联、办年货，一来没有
时间，二来都有现货。现如今，农历新
年也只有一星期的假期，“过年”对于
80后的我们变成了轻描淡写，变成了一
笔带过，那些关于“年”的记忆也便成
了想念与回忆。

时代在发展，观念也在不断变化，
就像上辈人认为东西坏了是可以修的，
而这一辈却认为东西坏了就该换掉。尽
管观念不一样，但物质和精神永远都不
是成正比的理念不会变，精神的富有要
远比物质的富裕要更使人幸福，也更值
得期待与回忆。而对于年味的期待与回
忆，则更是历久弥新。

年味是小时候穿新衣放鞭炮的那份
喜悦，年味是柱子大门上火红的对联灯
笼，年味是趴在地上给长辈叩头敬酒的
的那份敬重，年味是兜兜里逐渐变厚的
压岁钱……

一句“过年好！”里包含了多少的
暖心，多少的真诚，多少的甜蜜！

其实，过年也并不是次次都那么开
心，总有一些长年不见的远方亲戚突然
出现，七嘴八舌的问着各种让人心烦的
问题：“成绩怎么样啊？”“工资多少钱
啊？”“找对象了没有啊？”如果看我沉
默不语，她们还会拿出杀手锏——“你
看别人家的孩子……”。爸妈一看别人
都这么说了，怎么也得趁上两句恨铁不

成钢的话。本来大好的心情，瞬间就变
成满腹的哀怨和怒火了。

喜也罢，愁也罢，年还是要过的。
而每到过年，家也就成为心头那永

远割舍不掉的心事，家和年割舍不离，
家就是根，家就是亲情……它就萦绕在
每个游子的生命里。

有一天与同事闲聊，年长我十多岁
的他突然很深沉的对我说，“等父母七
老八十了，你会觉得能回家和他们说说
话、谈谈心真的挺好。”细想，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悲伤与悔恨传了一代又一
代，可也许只有在春节的这一天，才能
真真正正的安心坐下来，放下所有的压
力和负担，一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
开开心心。

团圆，才是过年真正的意义所在。
记得刚毕业的那一年，我在成都的

一家私企里工作，那时候意气风发、冲
劲十足，总想着干出点成绩，除夕也没
回家。晚上坐在小酒吧里，看着万家灯
火阑珊，与操着不同口音、同在异乡的
异客们谈天说地。听着耳边唱着“远离
家乡，不胜唏嘘，我只想落叶归根回到
你身边”的曲调时，眼眶却不禁湿了起
来。那一刻对家乡、对父母的思念仿佛
潮水一般涌来。

去他的近乡情更怯吧！我迫不及待
地买了机票回家，进了门却惊呆了：家
里清清冷冷，没有一点年的味道；爸妈
就像平时一样坐在沙发上，守着简简单
单的两盘菜，看着重播的春晚。

那时我才知道，缺了团圆的春节，

就不是过年了。
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

岁。无论大人小孩都有“守岁”的传
统。小时候的精神总是很好，整夜整夜
闹着不睡，爸妈就在一旁陪着看电视、
玩游戏。最近几年，我的精神依然很
好，但爸妈的身体却大不如前了，没等
新年钟声敲响，他们就早早的休息了，
只留我一人在电视机前开着小小的声音
看春晚。我想，现在的我衣食无忧，生
活美满，却再也体会不到儿时对“年”
的独有记忆，也再也找不到那种幸福感
与热闹感，因为那从不是我一人就能创
造和凝聚的。

很多人说，如今的过年就没有多少
年味了。诚然，物资丰富了，衣食的欲
望就下降了，对于以前只有在过年才能
过上的富裕生活也自然就没了期待。电
视和网络代替了一切，代替了自娱自乐
的文娱活动，代替了共话桑麻的家常里
短。仿佛我们只成了一个看客，失去了
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和拥有感。

然而对我来说，过年的味道从来就
是亲情的羁绊酿造而成，亲情相聚，万
语千言；一家团圆，其乐无边。出门在
外的儿女们向老人谈论外面世界的精
彩，老爸老妈总会向儿女们谈起当年、
对比现在。年味是父亲的感慨，母亲的
关爱；年味是那份孝心，那声问候，那
顿丰盛的饭，那段半醉时的狂言。

只要一家团圆，才是过年；有家的
味道，就是年味。

记忆里的年味
○钱进

民族工业发祥地，昂首启程新市中。

新中兴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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