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的家庭团年，我们选址绵竹孝德年画
村，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旋律，以展示改革
开放四十年来整个家族的变化为重点，以中国风
为主题，在绵竹年画的氛围烘托下，齐聚一堂，传
承家风。每个家庭都表演一个节目，把每个小家
庭最有意义的照片做成视频播放，小辈向长辈行
礼拜年，长辈给予小辈新年红包祝福。在节目表
演环节上，基本上是大人与小孩组合的方式参与
进来，这种一大一小的组合虽然表演很业余，但却
很认真。有诗歌朗诵，有歌曲串烧，有器乐表演。

一棵树影响着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着另一
朵云。最好的教育就是家庭的感染，最好的成长就
是共同的参与。春节团年，团的不仅仅是欢聚的热
闹，家庭间的情感交流，更是那久违的过年的仪式感
与幸福感，这是一段关于传承的故事。几十年间，团
年的全家福里照片中，有老人走了，有小孩多了，家
族传承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家风继承伴随着一天又
一天。经历千年，依旧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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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团年留影。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姨家庭团年。

2009年新春经历地震在帐篷中团年。

2019年00后们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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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什么？是传承。
年是什么？是仪式。

所谓的年味就是把日
子里沉淀出的温暖与情感
传承下去，形成一种家风，
形成一种品质。有小家，有
大家！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高和传统大家庭的分解，
“年味”已经不再是经济困
难时期物质和娱乐方式难
得的“稀罕物”，而是在物质
多样化全民狂欢的一个日
常节日，一旦失去了本身的
仪式感，或者说失去了内在
家庭的价值感，年味便失去
了它本身的滋味，成为集体
遥远的叹息和对小时候过
年情结念念不忘的回想。

春节，是中国人心尖上
最重要的家族烙印，你可能
会有其他原因错过了清明
的祭祖，错过了重阳的登
高，错过了中秋的团圆，但
你很难会错过春节这个家
人团聚的时刻。这种深扎
在几千年的传统伦理之上，
编译进每个中国人的基因
之中的过年情愫，每当腊月
二十三之后，中国人基因里
故土家园的召唤像是候鸟
一般准时“起飞”。

我的家在成都平
原的西沿小城——绵
竹，一个以酒和年画著
称的城市。人口不多，
地方不大，历史倒是两
千年了，它在龙门山脉
的角落边缘安静地呆
着，和川西高原一山之
隔，从平原到高山，一
点丘陵的过渡都没有。

腊月一到，大街小
巷就打扫布置起来，挂
灯笼，印年画，出老酒，
立河灯……马尾河穿
城而过早早地蓄满了
水，只待除夕一到，一
声烟花爆竹响，年画节
的河灯便照亮明珠塔
下的人来人往。在那
一刻，小城似乎平日里
空荡的街巷，在一瞬间
热闹起来。他们或是
三五成群逛街赏灯，或
是结伴成双烧香祷告，
或是呼地一声从你身
旁窜过边跑边笑，“过
年咯！”路上的脸上满
是喜悦的神色和对新
年的祝福。

对于在独生子女
家庭里成长起来的 80
后、90 后，童年时代一
大家族春节团聚的场
景，随着长大成人，定
居他乡，大家庭被分
解出的小家庭代替。

古有云：父母在，
不远游。对于大家庭
团年来说，就是有高堂
在座，子孙膝下，父慈
子孝，其乐融融。一个
大家族的团聚很大程
度是因为高堂在上。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
拥有八个兄弟姐妹的
大家庭，外公在她很小
的时候就去世了，外婆
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
八个子女拉扯大。所
以每到过年，都是一大
家子齐聚在板桥外婆
老家，大人们做饭，小
孩们放烟花，晚上，有
的守在电视机旁看春
晚，有的打麻将，你在
闹，我在笑。零点钟声
一到，鞭炮放起来，然
后浩浩荡荡按照家乡
风俗去寺庙烧头香，非
得要到凌晨一两点，才
意兴阑珊地回到家倒
头就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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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 年的春节，我们家
族都是在热闹的大团圆氛围中
度过的：

我们曾经守岁在平房的院
子里，烤着炭火，老人讲述民间
传说的故事，小孩痴痴地望着天
空，等待凌晨钟声响起，传说故
事里的“南天门”会打开；

我们曾经在千禧年一大家
子围坐在电视机旁看着那年春
晚，一起唱起我们都是中国人热
泪盈眶；

我们也曾经在经历地震后，
在板房里紧紧围坐在一起，劫后
重生的坚韧让我们互相打气，对
新年充满期待与信心。

再后来，随着表姐远嫁，大
姨家、四舅家定居外地，哥哥姐
姐成家……一个家庭衍生出八
个家庭，八个家庭分解出十几个
小家庭，大家庭的人数也从 19
人到29人、39人，不断递增。

大家庭分解出无数的小家
庭，大树分叉成无数的枝丫。新
世纪后，现代性的降临与改变，
传统大家庭元素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随着家中老人离世，除
夕之夜，家族团年已经越来越模
糊，取代春节的庆祝是另外一种
小家庭全家出游的方式。虽说
刚开始还很新奇，可这中断了的
家族团年却始终成为家族亲人
之间心心念念的白月光，特别是
随着家族中00后、10后的长大，
这份缺失的团年氛围，又被家族
叔伯抬上了议事日程。

像是一种默契，按照家乡
风俗，在外婆忌日守孝三年后，
小舅一家率先提议，还是应该把
春节团年的传统继续下去，不管
家族老辈是否还健在，兄弟姐妹
之间血缘亲情的情谊不能中断，

“贤良肄业文方盛，孝友传家族
更豪”，带上家族双方所有的老
人小孩齐聚一堂。2018 年春节
前夕，中断几年的团年宴，有策
划有组织地开展了。

我们约定一个主题，大家统
一着装，虽然一开始老辈们是拒
绝的，总觉得吃一顿饭而已，何
必这么麻烦。但在我们小辈的
鼓舞和热情感染下，大家最后都
非常乐意并且享受这份新年的
安排。我们提倡：虽然只是一顿
团年饭，但各个家庭都要积极参
加，摒弃川人一吃席就打麻将的
传统，让每一个人参与进来，感受
到大家庭的温暖与团年的意义。

于是，在团年的环节里我们
设计了游戏互动，新年祝福，家
庭抽奖等环节。一顿团年饭下
来，竟让最顽固的长辈都觉得这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家族里
最小的10后回家告诉爸妈：“从
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团结，这么有
氛围的春节！”从老到小，团年的
正能量传达给了每一个人。

事后，我们约定每年轮流
由一个家庭“承包”，负责所有
的策划组织，其他家庭积极配
合。每年团年我们要有仪式
感，所以每年的服装也要统一，
由晚辈给长辈添置新衣，把孝
道和心意融入这场团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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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团年家族的姐妹们。

2018年外婆去世三周年后重新恢复家族团年。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
36 岁的乐山人唐斌一家，决定
在西双版纳再盘桓两天。“听说
四川降温了，耍两天再回去。”
唐斌很怀念即将结束的春节大
假，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国自驾
游——他和妻子带着10岁的儿
子、4 岁的女儿，浩浩荡荡自驾
老挝琅勃拉邦，过了一个与以
往不一样的春节。

唐斌一家是2月1日上午，
从乐山中心城区的家中出发
的，与他们同行的还有7辆车、
20 多名乐山老乡。根据计划，
全 程 共 9 天 ，行 程 近 4000 公
里。这是唐斌一家第一次出国
自驾游，出发前一天晚上，再次
检查了需要的证件、食物、药
品，还专门做了一锅干拌牛
肉。“怕口味不习惯。”出发之
前，他们还专门吃了一顿豆腐
脑，“回来的时候，还要再来吃
一顿豆腐脑。”

在子女教育方面，唐斌颇
为严格，妻子相对宽松，堪称

“虎爸猫妈”组合。在唐斌的要
求下，10 岁的儿子出发前还专
门写下了“保证书”，其中一条
是“不丢中国人的脸”，包括“说
话小声、不疯跑”等具体内容。

2月3日下午，唐斌一家从
磨憨口岸进入老挝，“自驾老挝
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有国内
的驾照，就能办当地驾照，但要
提前准备资料。”

唐斌一家继续一路向南，
前往目的地琅勃拉邦。与国内
相比，老挝的基础设施相对落
后，以弯多路窄、路面坑洼的山
路为主。“而且沿途的房屋也比
较矮旧。”唐斌说，路上的车不
算多，而且一大半都是来自中
国，川A、渝A、云A、贵A随处可
见，甚至还见到了同样是乐山
来的川 L，“基本上没得出国的
感觉。”

老挝让唐斌感到亲切，还
有一个原因是，沿途有许多华
人的产业。“一路上住的酒店、
吃的餐馆、买东西的超市，基本
上都是华人开的，到处是汉字
店招。”因为恰逢中国农历新
春，这些地方还挂了灯笼、贴了
春联，“在超市买东西，甚至还
能微信支付。”

当然，也有和国内不一样
的地方。2月4日抵达琅勃拉邦
后，他们尽情享受热带风情，穿
夏装、吃雪糕、坐“嘟嘟车”，感
受当地有名的清晨布施……

最让唐斌找到出国感觉的
是，身上随时揣着几百万甚至
上千万钞票。老挝的官方货币
是老挝基普，1元人民币约等于
1250老挝基普。经过磨憨口岸
时，唐斌用 2000 人民币换了
2500万老挝基普，“一下子就土
豪了！到超市随便买点零食，
都是小10万。”

2月4日除夕的晚上，唐斌
和同行老乡聚集在湄公河畔一
家华人开的餐厅，烫着火锅、烤
着烧烤迎接农历新年。大家拿
出春联，对着镜头拜年，还一起
唱《恭喜发财》，发给国内的亲
友。随后是发红包，随便一个
红包都是2万，而唐斌更是给儿
子发了 30 万压岁钱，折合人民
币约220元。

封面新闻记者丁伟李昕锋
唐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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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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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