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刚工作那些年，每到春节要回家就无比
头疼：人多车挤，又不能像上学时那样空手
回去，买啥礼物就成了问题。每年刚刚进入
腊月，我就开始像小鸟衔草一般，从商场和
超市里往家买东西，今天添几样，明天再加
几包，买着买着就买多了。买回来的东西，再
分成两份，父母公婆各一份，分别装成同样
的包。这些包要跟着我们去长途车站，先到
老家县城，再转车拎到乡下，下了车还得走
好长一段路才到父母家———现在想来，真是
很考验人的体力。在父母家住上一晚，再去
更远的公婆家，同时将带给他们的那份带

上。
整个过程说来简单，做起来那个累啊。

说实话，如今电视上那种拎着大包小包挤春
运的农民工是啥形象，我们就是啥形象。

后来买了车，就方便了：早早买好的东
西，直接扔在后备箱里，不用再拎上楼，也不
用去挤车。可有一年春节回家，在县城里逛
逛商场超市，原来每年这么大老远带回去的
东西，县城里一样都不缺！想想真是，费时又

费力，装在车上增加重量还多耗汽油费呢！
打那以后，每次过年再回去，只需提前

半天时间，将车开到县城里转一转，想要买
的东西便都齐全啦。其实父母在意的，是春
节的全家团圆以及团圆时那种其乐融融的
氛围，他们总是说回家就好。而我们自己，给
父母一些礼物表达自己的孝心，让父母感受
到我们的惦记，也就是如此而已，至于那些
礼物来自哪里，又有什么要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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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高铁建设的一路高歌，回
家过年，在路上的时间大大缩短。回
想十年前在绿皮车里通宵站回家的
痛苦，再想想如今只要在空调车厢
里孵上三四个小时的暖气就能到
家，不能不知足———即使挤了点，又
有什么好抱怨的？
不过，这孵空调车的待遇，还真

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倘若买不
着票，就算想重演一遍在绿皮车里
站通宵的苦命桥段，也没机会。
比去火车站窗口排长龙更讨厌

的是，买票的规矩年年变。虽然铁路
部门说是为了方便乘客，但进步得
太快，也让我有点赤了脚追还是赶
不上趟的尴尬。

有几年，是在火车站的地下车
库里排队，虽然阴冷，好歹是人人
都知道的地方，好找，不会有跑错的
风险；

后来有了火车票大卖场，地方比较冷
僻，得花一元钱买张报纸才知道地方，要是
买错了日期，这一元钱还得白花；
又有了电话订票，我以为这个很方便，

却发现电话真是难打。在办公室里用分机打
了一个上午，永远都是占线，咬牙请假半天，
回家用能自动重拨的直线电话打。于是乎，
开着免提的电话机一个下午都在重复“自动
拨号……嘟嘟嘟……再次自动拨号”的机械
过程，不知道多久后，才终于打进电话。可
是，开票已经一整天，早都晾凉了黄花菜，哪
里还有余票轮得到我？
今年有了网络订票，我因为有了以前电

话购票的惨痛教训，并不看好。果然被我不
幸料中，新闻里很快报道“网络瘫痪”，而且
还瘫痪得非常有水平，让你拿不到票，却能
扣得了钱———这程序设计得呀，绝了。

今年怎么回家？这向来是我家贯穿整个
腊月的一项议题。购票是一项系统工程，首
先得比较各种交通工具的时间、价格及购票
难易程度，综合考虑性价比。以我家乡来说，
十年前乘火车要 #%小时，而且几列火车都
是“夜猫子”。所以那时候我都是坐长途大
巴，路程 &小时，票还比较好买。至于飞机，
因为囊中羞涩，只能不考虑。
后来铁路提速，路程缩短到 &小时，也

有了日间车次，考虑到价格比长途大巴便宜
一半，我改为乘火车。又过了几年，经济宽裕
了，也偶尔买过全价机票，飞个 '(分钟就到
家了。

再后来，高铁也有了，只要三四个小时
就能到家；汽车照旧还是 &个小时路程；机
票倒是不觉得贵了，但加上候机的时间，乘
飞机耗费的总时间和乘火车几乎相同，所以
铁路依然是最好的选择。不过，也正是因为
英雄所见略同，火车票越发难买了。所以，我
也开始考虑，今年干脆用积分兑换张免费机
票得了。不过，说是免费机票，燃油税照样得
交，算算也跟火车票价差不离了，不划算。况
且还得去航空公司的营业部跑一趟，挺麻
烦。但怎么办呢？这就是春运，典型的结果导
向，再累再苦都没什么好抱怨的，有票就是
胜利！

! ! ! !每年的一二月份，春运总会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尤其年前，顺子的那首《回家》
总能在电视、广播里反复听到。

对于绝大多数拼搏在外的游子，年前回
家无疑会是件艰难的事情。

回家愿望最为强烈的是农民工，有人甚
至顶风冒雪步行千里也要回家。不仅愿望强
烈，他们旅途的负担也最重。无须统计，你到
火车站目测一下就会发现，农民工大多大包
小包，行李比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还多。千
里走单骑已经够累了，如此肩挑手提挤上水
泄不通的火车，疲惫感可想而知。然而无论
多累，年复一年，他们似乎并不愿意减负。原
因在于农村礼数重，空手回家难免会让亲友
们有些失望，所以怎么都得带点礼物回去，
虽然有些东西在家乡或许也能买到。

我表哥不是农民工，不过他每年回家也
会带回不少土特产，比如烤麸、杨梅烧酒、小
核桃、金华火腿……我们家祖籍在浙江，在
湖北这么多年呆下来，对这些东西还是很喜
欢。不过若是送给他以前的同事、朋友，常常
并不讨好：有人把金华火腿当做了咸肉，有
人觉得小核桃没有大核桃好吃。我们便劝他
少带点回来，但第二年他还是会大包、小包
地扛回来。

一般而言，白领回家会比较洒
脱，怎么省事怎么来。我的几位老
同学，大多背着一个书包大小的挎
包就回来了，比起那些行李多多的
旅客，无论车上有多拥挤，他们还
不至于难以承受。不过假如亲戚中
有我表哥这样的人物，他们就会被长辈批评
为“不懂事”了———同样出门在外，人家这么
有礼数，你怎么什么礼物都不带回来？其实
只要有心，这并非难题。回到家里之后，去超
市买点打工地的土特产，就说是带回来的，
送给亲友效果一样。

最洒脱的是过年不回家的人。我家对
面是个大市场，里面有许多浙江人过年不
回家，依然在做生意，过完年他们才会抽空
回去一趟。似乎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过年情
结就越淡。“有钱天天可以过年，不一定非
要赶在那几天”，有个浙江老板笑着说。想
想也是，商场如战场，一个连过年这点事都
放不下的人，怎么能在生意场上拿得起放
得下？

假如有一天，过年回家变成了一件很容
易的事，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又怀念如今的春
运，觉得没了这种遭罪，年味就淡了。

! ! ! !从旅行方式来说，我经历了学校统一买
学生票、自己设法买火车票、拼车自驾的三
个阶段。

读大学时，放寒假前学校都有人为我们
统一登记、统一购买学生的半价火车票，省
心省事还有半价优待。缺点是只有硬座没有
卧铺，所以拥挤嘈杂谈不上舒适。幸亏旅程
不算远，能坚持。但我老家在不通火车的小
县城，坐完火车还得转汽车。这可是一件自
己不能操控的麻烦事，弄不好就会发生耽搁
和周折。好在年轻，也就熬过来了。

工作后留在上海，回家买火车票就得自
己动手想办法了。最初，我是亲自到火车站
或市内代售点排队买票的。后来摸到了窍
门，在不违法又不被黄牛宰的前提下，或是
拜托在高档酒店的朋友代买，或多出几个钱
请旅行社代办购票，甚至通过异地购票的方
法从外地预购车票。虽说每次都能按时成
行，但是每次春节国庆节买票我总是提心吊
胆的，而且下了火车还要换汽车的不确定环
节依然存在。

为什么不坐飞机？原因很简单：老家没
有飞机场，再说只有几百公里直线距离，乘
飞机也太不合算了。

前两年，一位同事新买了一辆轿车，过

春节时准备带着老婆自己开车回家。我们
是同县老乡，他邀我坐他的车同行，两对夫
妻四个人，正好一车，汽油钱“劈硬柴”分
担。这太好了，虽说比坐火车花费多一些，
但是彻底免除了买票的烦恼，还解决了转
乘长途汽车的周折，而且上路时间可以自
己作主。对他来说，不仅降低了自驾的成
本，还能炫耀一番；对我来说，不仅得到便
利，还有机会让我这个有证无车的“本本
族”与他交替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过一番驾
车瘾。遗憾的是，由于各自回上海的时间不
同，返程没能拼车。

翌年，我也买了车，春节前早早就跟那
位同事打好招呼，继续拼车回老家！依然“劈
硬柴”，但是礼尚往来，这次坐我的车，而且
约好时间一起回上海。太完美了！准时、舒
适、自由，也多花不了几个钱。唯一不保险的
是堵车，还好我们没遇到。

这两年汽油涨价不少，但是火车票也在
涨价，拼车自驾仍不失为优选的回家方式。
尤其对老家离上海不太远、又没有直达飞机
或火车的有车族来说堪称“最优选择”。去年
春运前，网上有回家互助拼车联盟，仅上海
就有 #万人希望拼车。今年预计比去年规模
更大，而且更规范了。

! ! ! !这个年，咱们决定接公婆到
北京过年，来个“反向探亲”。

其一，错峰出行，机票便宜。
从腊月二十五开始) 北京飞往武
汉的最低折扣为 *+, 折，*$' 元；
而同时间段武汉前往北京的机票
最低折扣仅为 -+$折，!-%元。呵
呵，算算，省了自个儿腰包不说，
往大处说，也算为国家做了贡献，
咱反向出行，把更多的便利留给
了其他同胞。

其二，挽留父母，借口给力。
结婚这么多年，公婆没有在我家
住宿超过一周的，每次都是来也
匆匆，去也匆匆。他们平时都特怕
给我们添麻烦，看我们上班、上学
忙，生怕耽搁了我们，一来就想
走。这大春节的，咱们都放假了，
有时间陪老人，也为了错开人流高峰，让
他们提前来，推后走。这理由，爹妈不好拒
绝。

其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
往，我们每年回去，都是让爹妈受苦受累。
衣食住行样样操心，还唯恐条件不好，没
有照顾好我们，怕我们生活不习惯而倒腾
这倒腾那，孙女一句不经意的话对爷爷奶
奶来说都像圣旨一样。记得孙女有一年随
口说了一句：我最喜欢吃煎饼卷大葱。奶
奶哪里看见过煎饼呢？可是为了讨孙女的
开心，硬是照着孙女的描述样，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摊了一张“煎饼”———孙女一口
没吃，奶奶却费尽了心血。还有，先生的同
学好友多，每年过年回去，就有好多发小、
朋友来访，爷爷奶奶都会热情相迎，在家
做饭招待，几乎我们每年过年回去，等我
们走后，爷爷奶奶就会病一场。这下好，接
爷爷奶奶来京过年，省却爷爷奶奶过年的
操劳，也让我们好好尽一下孝心。
其四，经济旅游、了解民俗。父母一辈

子呆在老家，出来过年，老北京，过年总有
与老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提前做好了
攻略，带爷爷奶奶去逛地坛庙会，去潭柘
寺烧香，去梅兰芳大剧院听京剧……带爷
爷奶奶到北京四处转转，也相当于一次北
京之旅吧。
最后，我想说，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

只要亲人团聚，在哪儿都是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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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买票、准备礼物……前些日子离春节放假还早，
就有许多白领开始忙乎回家这档子事。网上一则由白领
原创的《快乐过年全攻略》，更是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这
篇攻略从网络购票、行李打包、火车饮食等多角度，为春
节返乡人支招。

提前备攻略，旅途少烦恼。看来，过年回家不仅是件
“体力活”，还是项脑力运动。让出行更省时省钱省力，你
有什么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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