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年轻人的生活观

曾有人将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一生做了
对比，欧洲人的一生：0-10 岁参加学校乐
队，学习古典音乐等；10-20 岁组自己的乐
队，进行各种尝试；20-30 岁严重受哥特死
亡文化影响；30-40 岁乐队开始正式走黑色
金属路线；40-50 岁回忆童真，开始过回“彩
色”的生活；50-60 岁安定下来，寻找温情，
过小生活；60-70 岁去教堂总结自己的一
生；70-80 岁与子女一起安度晚年；死后安
心躺在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而中国人的一生是：0-10 岁被迫学习
各种课外技能，不断考试，多数是为了父母
的面子和期望；10-20 岁死啃如山的书籍，
应付如海的考试；20-30 岁到处投简历，着
急自己找不到工作；30-40 岁成为房奴、车
奴；40-50 岁为孩子的未来操心，省吃俭用，
努力赚钱；50-60 岁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
却发现马上要退休，又开始担忧退休后怎么
办；60-70 岁花费大部分精力养生，却发现
还要养孙子；70-80 岁终于安定下来度晚
年；临死前：发现原来一块墓地都贵得要死。

由此可以看出，相比于中国人，欧洲人
的生活态度令人羡慕。但这种对待人生的显
而易见的不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由

国情的不同导致的。中国人习惯了在人口众
多、资源紧张的环境下生存，他们从小就被
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既是无奈之举，
也是必然选择。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有一些
文化的因素令人深思。比如，让这些年轻人
“边学边玩儿”度过青年岁月的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淡然态度。我
很少看到欧洲的年轻人，哪怕是家境很好的
年轻人———对奢侈品的种类和价格津津乐
道。

而不应忽视的是，欧洲年轻人的生活选
择随性、自然，看似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但
实际上无论做什么都十分讲究精益求精，无
论是“主业”还是“副业”，要做就尽可能做
好。在对“成功”的态度上，他们既是浪漫主
义的，又是十分务实的，因为很多人明白与
其将时间浪费在填充永不止息的物质欲望
上，精神的满足与对生活本身的专注显然来
得更重要。所以，以中国人的目光来打量，那
些“不务正业”的欧洲年轻人似乎是在浪费
宝贵的生命和青春。但对于在你追我赶的紧
迫规划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这种
“不务正业”似乎也颇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 李龙真

欢欢喜喜过大年
姓名：张香君
笔名：念黛
所在单位：聚合物公司
仓管中心
座右铭：做一个明媚的
女子。不倾国，不倾
城，只倾其所有过自己
想要的生活。

小女子在河南给大家拜年喽！祝大家新春快
乐！事事如意！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今年回家过年喽！自打决定要回家的那一刻
起，兴奋劲就一直持续，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能
不兴奋吗？能不兴奋吗？能不兴奋吗？哈哈哈哈哈

哈！过年喽！过年喽！过年喽！在一阵一阵又一阵
的鞭炮声中，迎起了新的一年，在欢声笑语中，吃
着喝着聊着，最重要的是我们团圆在一起，在一
起，在一起。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过年风
俗有很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主要的分为除
旧布新，祭奠祖先，迎禧接福，还有就是吃饺子，守
岁，贴对联等。也就是最主要的三天：大年三十、初
一和初二。

年三十：早饭后，便开始贴对联，准备午饭了，

这里的午饭也就是年夜饭了，习俗不同，有些地方
是吃午饭，有些地方是吃晚饭，午饭要丰盛，尽其
所有，倾其所好，必须要有的就是鱼和豆腐。

鱼，一定要煮，但是不能吃，一定要剩下，代表
年年有鱼（余），豆腐，谐音“都富”在一定要煮的菜
肴中，是年年都要上桌的啦。做好午饭后，先端几
碗放在正堂的供桌上孝敬祖先，然后点上几根香，
再磕上三个头，最后在门口放上鞭炮，（饭前先上
香和放炮，是过年这几天必不可少的礼俗），完毕
后，全家人便开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啦！有酒有
肉，好吃好喝，老老小小相聚一堂，欢欢喜喜过大
年！

午饭吃完，便开始忙活着包饺子，年三十的晚
上必须吃饺子，因为饺子的形状像银元宝，蕴含
“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在包的时候还会
将红枣包进饺子里，若谁吃到了代表谁更有福气，
或是将硬币放进饺子里，谁吃到硬币谁当家。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一起，一边看春晚，一边
吃糖果，嗑瓜子，唠家常。在新年的钟声快要敲响
的时候，给孩子们准备好新年的新衣服，连同压岁
钱一起准备好，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年轻人要给
老人压岁钱，代表新一年平平安安。最后便开始放
烟花，迎接新年的到来，放一盏许愿灯，许下新的
一年的愿望。

年初一：大年初一早上头一件事，穿着新衣服

放开门炮，“开门爆竹”就是接新年，代表新的一年
红红火火。接着就是到村子里，挨家挨户串门拜年
问好，先从辈份长的人家开始，人人见面作揖说恭
喜，长辈们便拿出家里的瓜子花生糖果招待，就一
个字：吃！拜完一家又一家，一圈年拜下来，吃了各
式各样的零食，口袋里能装的全被塞满了好吃的，
小一点的孩子一定要给一个鸡蛋，代表一种新生
的力量，这里人真的都很热情好客。在这一天不准
干活，当地的说法，干了活一年都要忙碌，说白了
就是只管吃喝玩乐。

年初二：从初二起，便开始走亲戚拜年了，先
去的是舅舅家，舅舅为大，和这礼节一样重的就是
老丈人家，要不然咋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呢？
哈哈！从初二到十五前，就这样七大姑八大姨的全
都得走一遍，等这些亲戚走完，刚好年味也差不多
了。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国
人民意识观念里全年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如
何庆贺这个传统节日？庆
祝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
展变化而花样多了起来，
最典型的是在外务工者
纷纷返乡以现代人自己
最满意最便捷最舒适的
方式欢欢喜喜过大年。

乡村究竟在发生什么

春节期间，朋友圈中热度很嗨以至于刷屏的
一则消息就是那个“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的话
题了。这则水土不服的催泪消息通过网友们的转
载、评论后，其热点可以与春晚相媲美了。甚至发
酵到后来有网络大神根据图片、评论进行鉴定分
析，断定这是一则人为制造的新闻，是一个蓄谋已
久的营销骗局。

不管这则消息是真实情感爆发还是可耻的虚
假炮制，事件揭示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吸引
网友们来了一场唇枪舌战，有吐槽、批评的，也有
同情、理解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乡村究竟发
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猴年春节，笔者也回到江西老家婺源与
家人团聚，闲暇之余还从村头走到村尾，也来谈谈
我对农村这些年的变化有什么感受。

我的老家三面环山，是一个不到 500 人的山
清水秀的小山村。一条新修的水泥马路直通县城，
交通很是方便。清澈的小溪依山脚蜿蜒而过，村子
里一眼望去都是黑白相间的徽派建筑，中间错落

着很少的几间矮小老房，不久的将来，这些老房子
都将被推倒重建。村庄附近，昔日的良田已不见踪
影，被一座座新房所替代。从村头到村尾，以前只
有一里路，现在足有三里地。三十多年来，农民的
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有富裕者，拥
有自己的别墅已不再是梦想。

沿着村庄向外走，与邻村相隔的是一大片农
田，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曾经种植双季稻，冬天则是
绿油油的油菜或是红莹莹的紫云英。如今，这些田
地只种植单季稻，一到冬天，看到的只是呈现着有
明显纹路的高高的稻杆，那是收割机留下的痕迹。
依山傍水间，昔日的菜地和种植茶叶的山坡也被
毛竹、野草侵袭。是农民们变懒惰了？不对，那是因
为人们把田地都包给了种粮大户，自己从中解放
出来背井离乡打工去了，或工人，或老板，剩下留
守在家的老人没有能力去进行管理。整个村庄唯
有在春节期间才能呈现出勃勃生机，姑娘小伙成
群结队。而在平时，只有留守的大爷大妈们和满地
跑的鸡鸭猫狗。青壮年进城务工是中国农村的普

遍现象，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田地上无法获得满足
生存的条件，只有在异乡艰难奔波求生，背着对上
不尽孝道、对下未尽养育之责，忍着与亲人分离的
悲痛，只希望能在春节分享家人团聚的喜悦。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历
程，就是一个逐渐完成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在
这个进程中，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部门流
动，是一个必然而自发的过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
阻拦。在这个进程中，农民们为了过上像城里人那
样幸福的生活，有得也有失，得到了一笔可以改善
自己生活的财富，失去的是老人孩子本应感受到
的照顾和温暖。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就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该怎么做。我所在的
乡村也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目前只有统一的徽派
建筑和马路的修建勉强达到标准，但是诸如没有
自来水、卫生设施差、广播通讯设施的普及等等问
题亟待解决。要想把新农村建设成“凤凰村”，要走
的路还很远、很远。

□ 单忠民

雪地捉兔

这个冬天,席卷全国的一场大雪,着实让
姹紫嫣红的杭城银装素裹了一番,更让一年
到头难得见雪的江南人过足了眼瘾。纷纷扬
扬的大雪尚未停，按耐不住兴奋的人们已经
走出了家门，西湖边、梅家坞、八卦田……掺
杂着喜悦的各种与雪共舞的照片占据了朋
友圈。

与江南小伙伴赏雪踏雪的喜悦不同，在
我的家乡鲁西北平原，每逢这个时候，人们
更喜欢窝在屋里，因为这里的冬天，下雪是
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一些好玩的人例外，
此时可以趁机当一回“猎手”———去雪地捉
野兔子。

鲁西北平原一马平川，多果园和田地，
也多野兔子。这里的农村几乎家家都留一块
菜地，在初冬多收获白菜、萝卜、地瓜等时令
菜，有的人家种的多，或者家里储存地儿不
够，就留一部分在地里，把藤秧扯掉 ,随吃随
采；果园也大抵如此，在秋季果农很少将苹
果摘得一干二净，总会留一部分在树上，随
吃随摘 ,可以持续到大雪，一般情况下不会
冻坏，除非气温降得特低 ,而这些蔬菜和掉
到地上的果子刚好成为野兔子们现成的过
冬粮，也成为田野这块猎场上最具诱惑力的
饵料。

连续几场雪后，厚厚的积雪覆盖了麦
苗，田野白茫茫一片，这个时候尽管天已放
晴，但温度还是极低的，为了抵御寒冷，跑到
田地的野兔会迎雪掘雪窝，而躲到果园的则
钻进柴窠。但不管哪里，雪地上的脚印暴露
了它们的行踪，有经验的“猎手”根据脚印的
密集程度和走向就可以判断野兔的大致位
置。

所谓的“猎手”，不过是四五个人搭伙凑
成的团队，装备是极其简单的 :围菜地用的
尼龙粗眼网十几片，每片十来米，再人手一
根杆子，仅此而已。最初，人们捕兔子并不是
活捉，而是直接用猎枪击毙，由于猎枪喷射
面积大，伤到人畜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政
府实施了销枪令，所有的猎枪被收缴销毁，
一时间野兔子的繁荣期来了，麦秋收庄稼时
节，成帮结伙的在田间穿梭，竟有泛滥的趋
势。猎枪虽然没有了，但人们猎兔的兴致并
没有消退，后来不知道哪位聪慧的人发明了
用网逮兔子，并被推广开来。

俗话说“动如狡兔”，兔子跑起来的速度
众所周知，仅凭一张网怎么让敏捷的兔子乖
乖就范？这得看猎手们给它们布的局了：猎
手判断某个区域可能存在猎物后，将网一字
铺开（把每片网两边削尖的木杆插到地里，
让网立成一排），每边各埋伏一个人，其余人
员从三边包抄过去，人员到位后，吆喝着从
三面向网这面驱赶，由于网眼很大，从远处
根本看不出来。此时的兔子被惊到后飞快地
向网这一侧逃窜，跑得急的一头扎到网上，
机敏地快到跟前时发现前面的网，急刹车想
拐弯变向，这时候埋伏在网两边的人立即出
现挥舞杆子驱赶，兔子猛然看到人又一惊，
赶紧再转回去，这时候留给它的空间已不足
了，一头撞到网上，滚成一团被活捉。

我小的时候，遇到节假日，常跟大人们
去捉兔子。那时候的雪似乎特别多，常常一
下就是几天甚至十几天，积雪二三十厘米是
常有的事情。这时候兔子喜欢窝在雪窝里，
白茫茫的原野，如果附近有菜地，人员又很
少光顾，那八九不离十可以张网了。有时候
会遇到正在刨窝的兔子，这些小东西刨几下

便停下来，机警地向四周张望，确认没有危
险后继续工作，这时候，我们就远远地张网，
包抄的范围更大，超过它们的预警距离，然
后慢慢收缩过去；对于果园里的柴堆则把网
裹住一头，用杆子从另一头往里面搅动，如
果有猎物，就“忽”的一声蹿到了网里……

由于当时年纪小，我通常担当埋伏者的
角色，看到兔子快跑到跟前，就兴奋地挥舞
杆子，然后看着兔子向网撞去，屡试不爽。那
时候冬天的娱乐项目不多，这算是难得的一
项有趣事，好玩的孩子们乐此不疲，能否有
收获反而成为次要的，而上天似乎特意眷顾
我们，虽然不如猎枪有效，但更多的时候都
会有收获,有时候一天能捉到十几只，每人可
以分到二、三只 ,回家后铁锅炖野兔 ,够全家
人好好的打一次牙祭了。不过这样的日子只
有下雪天才可以有，在晴朗的日子野兔会变
活跃，更加机敏，喜欢窝在河边、荒草滩这种
地形复杂的偏僻地儿，或者到处游荡，不易
被察觉行踪。尽管受限于天气和节假日，当
猎手的次数不多，但我依然感到满足，这已
经成为我童年和少年的有趣经历和难忘记
忆。

近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家乡的雪后茫野
上，偶尔还会看到捕兔者的身影，不过数量
已经寥寥无几，基本上是冬季闲散在家的老
年人，或者为了解闷找点乐子,或者为儿孙打
点牙祭。农村的青年人是没兴趣参与的，工
作忙的没有时间，闲暇的大多泡在麻将桌上
通宵达旦，有情趣的去更远的城市参加热闹
的户外活动；农村的孩子也是不屑于参加
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活动已经属于了“古
董”，他们更喜欢呆在有暖气的屋里 ,乐于网
游、动感音乐带来的乐趣。

这片土地上野兔似乎也感到了索然无
味，不再留恋这块土地，尽管少了敌人，数量
却越来越少。在迅猛推进的新农村建设下，
这块依旧农业为主、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大
地上，一些村民尚不甚明了新农村为何物的
情境下，村庄一个个被铲平，彻底退出历史
的舞台，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地
标。大片的池塘、芦苇荡被村庄拆下来的建
筑垃圾填平，上面再垫上一层土，成为“增加
的耕地面积”。在地方各种示范区的规划下，
记忆中的果园已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清一色庄稼的粮田或工业区厂房。野兔子不
再有随意使用的避身场所，冬季田野上也不
会再有随吃随采的菜地，这种情况下它们要
么搬家,要么为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承担更
大的风险。

不止它们，孩时常见的在头顶盘旋伺机
扑下来捉鸡的老鹰，钻进院子里被当做老鼠
捉到的黄鼬，还有半夜潜到窝里偷鸡鸭的狸
子貔子，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獾，现在也基
本难觅踪迹。对于以后的孩子，甚至现在的
孩子，也许只能去博物馆通过标本对它们产
生直观的印象了。

若干年后，雪地捉兔子这个事情也许会
和獾、狸子、貔子一样，彻底成为过去，直至
被这片土地上的人忘记。作为依旧记得这一
份乐趣的人，我会把它讲给感兴趣的人，抱
着侥幸的心理希望拖慢它被遗忘的速度。
空旷的雪野上，几个捕兔子老人的身影显得
很孤单，但他们的精神是满足的，因为他们
正在做令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我的心情也突
然好转了，因为我也正在做令我感兴趣的事
情。

□ 杜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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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说你懂爱情
因为爱情是个迷
懂得越多
痛得越深
别说你想爱情
因为爱情是张网
进得越快
黏得越牢
别说你找爱情
因为爱情看不见
摸不着
用你的灵魂去感悟
才能闻到她的芳香
别说你追爱情
因为爱情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捧最珍贵的心
动最真挚的笑
换回她给你的每一天的幸福

爱 情
□ 陈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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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的年味

上下班高峰期没有“马路长龙”、停车场不
用争抢车位、乘公交地铁如同坐“专车”、大街小
巷也没有了热热闹闹的吆喝声……中国传统春
节“呼喊”着城市的建设者各回各家，由此一二
线城市出现了普遍的“空城”现象。
“空城”的年味，街道、马路，除了灯火鲜见

车辆，整个城市出现罕见的“稀松”。在居住的小
区更有深切感受，一座座楼房除了少有几处窗
口亮着灯光显示有人“过年”之外，大部分窗口
则漆黑一片，小区的停车位大多空空如也，偶尔
出现孩子玩耍，但却鲜有玩伴。这或是另一种
“年味”。

相比之下的广大农村，这些天却是家家满
堂户户聚齐，村子里也呈现出一年中难得的热
闹和喧嚣，聚会喝酒聊天打牌，全年漂流在外的
亲朋古旧在过年几天里也是相互串门走动，酒
杯里装着满满的收获、亲情和喜悦，这也是属于
他们的年味。
“一闹一静”虽然都是这个时代的年味，演

绎的却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旋律。
城市因为“人满”生活才得以丰富多彩、拥

堵不堪，农村因为“空巢”太多才衍生乡村游以
及社会贫困问题。看到人去城空的大街、马路和
广场，这里本应承载不同地域和不同口音群体

浓浓的年味，而看到很多回乡团聚过年的农民
工，在短暂的把酒欢聚之后，一群群无所事事不
得不靠打牌甚至赌博来“欢度春节”的村民，他
们本有足够的理由在其打拼的城市和老乡们构
建新的“乡愁”，完全可以和家人、老乡、发小体
验城市春节生活休闲的丰富多彩。
“空城”的年味不仅是城市的一种“缺憾”，

也是在这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甚至包括留城居
民在内共有的时代尴尬，乡下的年味虽浓，却也
缺少现代城市的诸多风情，细品“人去城空”的
年味，值得思考的太多。

□ 蓝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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