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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蛇年，我们迎来第
一个世界“非遗版”的春节，各种
媒体介绍过年风俗文化的话题
特别多，营造了一种浓浓的“年
味”氛围。但身处现代化都市的
人们，依然很难感觉到昔日那种
纯朴的、深情的年味，除了我们
首次有了八天的假期。

从物质层面，对年轻人来
说，现在的生活每天都在“过
年”。你看，春节期间的城市里，
反而人车稀少，比往日冷清了
不少。

最近，著名甬籍作家冯骥才
先生出版了一本充满浓重的年
味和怀旧色彩的新作《过年书》。
我一天时间把它认真地读了一
遍，书中有许多能引起我们这代
人共鸣的地方，值得推荐。

作为中国“春节”申遗成功，
背后的申遗主要负责人冯骥才，
他编著的这本《过年书》，收录了
自己的《过年》《花脸》《春节八
事》等五十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
和采访，并配以三十余张彩图，
从春节回忆，到春节习俗，从对
春节相关民俗的抢救，到对春节
未来的展望，可谓“春节”申遗成
功后第一本关于春节的全面阐
述的读物，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
节的绝佳读本。

年的感怀
在第一章节“年的感怀”中，

冯先生回忆了他小时候过年时
的那些趣事：贴年画、放炮仗、穿
新衣、吃宁波老家传统的年夜
饭、坐夜守岁及放鞭炮等有趣的
幸福时光。对逛集市、备年货、祭
祖、文人雅集、书写画画等事记
忆犹新。

冯先生说：年夜饭是团圆
饭，就是这顿年夜饭，召唤着天
南海北的家庭成员，一年一次地
聚在了一起。我们总以为年是大
吃大喝，这种认识的反面便是，
有吃有喝以后，对年吃没什么期
待了。其实，吃是一种载体，更重
要的是年赋予它的意义，吃年夜
饭时的团圆感、亲情、孝心，以及
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与祝福。

年的沉思
在“年的沉思”章节中，冯先

生着重谈到了“年文化”和对年
文化的忧患。在我国民间，最深

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西方
人的年节从圣诞到新年，大概也
就一星期时间，而中国的新年从
腊八到元宵有四十几天的时间。
春联、年画、福字、吊钱、年糕、祭
祖、拜年、压岁钱、元宵、灯谜等
等，这其中充实了太多的文化内
涵，体现了人们对生活本身的崇
拜。人们在这些日子里，说的都
是吉利话，年夜饭上的菜都有一
定的寓意，就是打碎了碗碟也会
说一声：岁岁平安！这么多天的
时间，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年文
化”带来的快乐。

然而，应该承认，年文化也
在受到空前的冲击。一方面是西
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人们
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多了，节
日偏爱消费休闲，不愿再遵循传
统的繁缛习俗。还有就是年文化
的传统含义与现代人们的生活
观念并不一致。最主要的还是年
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地
从年的活动中撤出，拜年的形式
也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电话
拜年、微信拜年，是我们自己把
年淡化了。

年的艺术
冯骥才先生用较长的篇幅

在“年的艺术”章节中提到了过
年时的文化艺术，如打树花、剪
纸艺术、拜山灯以及年画及年画
古画版的发掘和保护，回顾了他
与其他文化工作者发掘、抢救与
保护武强画版的详细过程。这些
都是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是有了冯先生和像他一样的文
化保护传承者，才使得中国木版
年画等文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

年的建设
冯先生提出了建设年文化

的呼吁，建议把它作为一项大的
文化工程来做。在年文化中，冯
先生列举了“福”字这一最深切
的春节符号的例子，它就像西方
人看到圣诞树、圣诞老人就知道
圣诞节要到了一样，我们看到各

色各样的“福”字及春联、年画，
自然也会想到过年了一样。我们
中国人对生活是敬畏的，对福字
更是郑重不阿。

今天，年画已经离开了绝大
部分的家庭，而“福”字又往往被
人们忽视了它的正确贴法和对
它的理解。为此，冯先生几次作
文加以指正，他在书中写道：据
说，倒贴福字，取其“倒”和“到”
的谐音，意为“福到”，但不是所
有的福字都要这么贴，尤其是在
大门板上。民俗传统中，倒贴福
字主要在两个地方，水缸和垃圾
箱上，这是为避讳把家里的福气
倒掉，巧用“倒”字的谐音“到”，
倒贴福字。用“福至”来抵消“福
去”，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至于大门上的福字，从来都是正
贴的。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

“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
出入门，一种庄重和恭敬的地
方，所贴的福字，须郑重不阿，端
庄大方，因此必须正贴。类似的
例子还有不少，主要还是年文化
的渐渐淡化失缺所致。

年的回归
现在，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

一年一度、源远流长的传统节
日，也越来越是全人类共享的节
日和文化。春节以它博大深厚、
魅力独特、无可替代的文化，愈
来愈为全世界所热爱、所认识，
因此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为此，冯骥才先
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冯先生说：“春节”申遗成
功，意义重大。它有助于春节的
主人——中国人重新认知自己
的春节，认知它深邃的意义和全
部价值，只有真正地认知，才会
更加切实地热爱。同时，它给中
国人带来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
为自己的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
献而光荣、而自豪。这也是传承
和保护好春节强有力的动力。

让我们一起助力，让年味
回归！

《我在乡村做书店》
作 者：钱少华
出 版 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全球最美书店”先锋书店创
始人钱小华，投身乡村十周年的
首次回顾性书写，分享了乡村书
店选址、开业、日常经营的故事，
以及他对中国实体书店的未来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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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金时代》
作 者：曹海英
出 版 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作品聚焦宁夏煤炭行业自
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艰苦奋斗
的历程，书写了新中国煤炭工业
半个多世纪翻天覆地的巨变。作品
记录时代，书写现实，讴歌社会主
义建设，讴歌劳动者，讴歌新时代。

《唐诗光明顶》
作 者：王晓磊
出 版 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张九龄、李白、杜甫、王维，他
们或昂扬、或闲适、或奔放、或傲
诞，在盛世的诗酒风流中兑现着
天赋，写下最好的年华。而高峰
之所以为高峰，就是当遭遇从极
盛的顶峰掉头向下的失落时刻，
他们的诗歌依然能照见幽微、擦
亮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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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味回归
——读冯骥才《过年书》
□励开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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