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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一道菜
一条微博一份爱
市民参与“爱拍年夜饭”活动晒幸福

! ! ! 爆竹声中龙年到。!"亿中国人
是否依旧坚守着吃年夜饭、看春晚、
放爆竹、拜大年等传统习俗？
记者调查发现，与出国旅游、上

网“冲浪”等新式休闲过年方式相
比，“回家过个传统年”的呼声在龙
年里更加高涨，春节传统民俗正悄
然回归。

龙年引爆 !回家热"

!年味"呈现!!"形反弹

“过年，雷打不动，一定要回
家！”在上海工作一年多的白领季婷
在除夕之夜坐飞机回到老家重庆，
借微博群发私信，向亲朋好友问候。
“回不了家，也要团圆。”来自安徽凤
阳的农民工歌手宋亮亮虽然没有时
间回老家过年，但也赶在年前将父
亲和哥哥接到上海团圆，感受不一
样的“年味”。
“回家”已成为龙年春节出现

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国家有关
部门预计，#$!% 年春运期间，客流
总量有望达 "!&'( 亿人次，超过
%$)!年。

新浪微博发起的一项调查显
示，有超过 *$+的受访者表示，春
节要将时间和金钱花在陪伴和孝敬
父母上。在手机短信拜年成为主流
的同时，仍有近五成的受访网民表
示，“登门拜年”“正月回娘家”的传
统习俗不能丢弃。

与“回家热”相得益彰的是，中
华民族所崇尚的“龙文化”在龙年新
春到来之际愈加红火起来。大街小
巷，龙灯、龙船、龙挂件令人眼花缭
乱，竹龙、糖龙、剪纸龙各具神采。城
乡各地可谓龙“山”龙“海”，一派喜
气洋洋。
“‘龙娃娃’卖到脱销了！”在上

海历史悠久的老城隍庙商圈，一位
中年女店主指着穿唐装的卡通龙玩
偶说。她经营的小店，挂满了各色福
字、灯笼、鞭炮、福袋、中国结等挂
件，人气最高的龙玩偶一天最多能
卖出上千个。

新年里，首都北京、吉林长春、
陕西延安等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
民俗活动，“龙”成为社火、高跷、秧
歌、二人转等文艺形式中的主角。同
样，在“龙文化”风靡的南国广州，迎
春花市热闹非凡，人们除了吃喝玩
乐，还保持着舞龙舞狮、寻春赏春的
传统年俗。
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

研究所所长田兆元教授分析，前些
年，春节的“年味”确实有所淡化，但
近年来又逐渐得到重视，“年味”呈
现“,”形反弹。这得益于国家法定
节假日制度的实施，以及百姓文化
观念的逐渐转变。在经济高速成长
的背景下，“合家团聚、敬奉祖先”等
传统重新受到重视，这是一种文化
自觉的表现。传统年俗是中华文化
的基本要素，应当得到必要的尊重、
维护和传承。

年俗复兴彰显文化自
信自强

“中华年俗文化的复兴，是中国
乃至世界上范围最大、传统与现代
生活高度结合的一种文化实践。”田
兆元教授认为，“年味”回归彰显了
中国民众正在从文化自觉，向着文
化自信、自强逐步发展的心理路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
才认为，春节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春节列入文化部
非遗名录，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相
反，真正的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
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与民

俗学专业副教授王娟分析，春节年
俗正在从一种庄严的文化仪式，逐
步“进化”为社会整合的催化剂。春
节年俗应更加关注未来、更为下一
代所喜闻乐见。包饺子、守岁、拜年
的传统礼俗，过去通过家长的言传
身教逐步传递给下一代。而今，“年
味”的复兴必然要依托网络、电视等
现代传播媒介，实现新的跨越。

许晓青 陈夏阳

!据新华社上海电"

“年味”为什么悄然变浓了？
———春节传统民俗正悄然回归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大年初
一从蒙特卡洛传来消息，上海杂技
团的《腾跃———大跳板》和《男子艺
术造型》在第 "*届蒙特卡洛国际马
戏节比赛中双双获得了“金小丑”
奖，这是中国杂技节目参加该节比
赛历史上最优异的成绩。瑞士的《驯
象》节目获得另一“金小丑”奖。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创办于
)-./年，每年举行一次，迄今已举
办了 "* 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影响力上，都
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马戏赛场。今
年的比赛共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
德国、法国、西班牙、蒙古、摩洛哥、
巴西和中国等 %$个国家的 %-个杂
技和驯兽节目参加，经过 /天的激

烈角逐，%" 日凌晨马戏节主席、摩
纳哥大公国斯黛芬妮公主宣布了比
赛成绩。
《腾跃———大跳板》是上海杂技

团在原有跳板节目基础上进行创新
发展的崭新节目，它的全新表演形
式和独创的高难度技巧得到了马戏
节专业人士的一致肯定。由蔡勇表
演的《男子艺术造型》节目为了参加
此次国际比赛，在原有的技巧上又
增加了新的高难度动作，并重新进
行了编排。同样获得了马戏节专业
人士的高度赞扬。

大年初一蒙特卡洛传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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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除夕下午，记者走进浦东锦
南花苑的任菡瑾家，发现 ).$多
平方米的房子中 %$ 多平方米是
厨房。厨房里，她的公公励晓茅正
系着围裙在包百叶包。而小任则
举着数码相机对着公公取景。“晚
上要参加市群艺馆举行的‘爱拍
年夜饭’活动，现在正在准备素材
……”小任说着，递给记者两张
'$$格的文稿纸：“爸爸很认真，已
经把两道‘看家菜’的做法、特点
和来龙去脉写下来了……”

拍成照片 传上微博
从稿纸上看，任家的两道

“看家菜”，一是“团团圆圆”，二
是“瘦西湖百叶包”。小任透露，
公公是家中“主厨”，因为“出身
世家”———励晓茅的父亲“是给
中央首长做西餐的”。耳濡目染，
使得励晓茅一有空就琢磨做菜
的门槛：“瘦西湖百叶包，是我 )$

多年前在淮海路的一家点心店
里吃到的，去了好几次与点心师
傅做了朋友，向他讨教来的；‘团
团圆圆’是我自己发明的，肉圆、
鱼圆都是团子的样子，胡萝卜、
黄瓜取横截面，都是圆的……”
在杂志社工作的小任，就像如今
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不如父辈擅
长厨艺，但是比老人更懂得数码
应用。因此，就负责把年夜饭拍

成照片，传上微博，参加“爱拍年
夜饭”的活动……

一菜一照 现场直播
“爱拍年夜饭”是市群艺馆里

的年轻人发起的活动。他们平常
爱拍摄美食，爱上微博，爱分享心
情，又受到微博上“随手拍”活动
的启发，决定在新春期间发起能
同时带动两代人的文娱活动。烧
菜的老人和拍照的年轻人一起，
晒出美食晒出爱，就是这一活动
的主题。同一主题的微博活动还
有“随手拍年夜饭”等。

从除夕下午 %时起到初一凌
晨 %时，微博上已约有 *$$余幅
以年夜饭为主题的照片上传，参
与者有 )/$$多人。有的以菜式为
主题，一菜一照或几菜一照；有的
以家人为主题，不同家人围绕不
同菜式各有照片；还有个别家人
不能团聚的，以一桌菜来表达思
念。大部分参与者都以组照的形

式来“现场直播”自家年夜饭的
“流程”。

在文联工作的“呐喊之美好”
从原材料准备起就发图：“原料之
中，麻麻（注：网络用语“妈妈”）最
喜欢这只红灯笼辣椒，喜庆！”随
后是“看爷爷烧菜，真有四两拨千
斤的轻松”。随着照片的逐步发
布，看出她家的年夜饭菜式丰富
而有营养：凉拌黄瓜、双椒虾仁、
鲥来运转和菌菇小排汤等等……
有的人家年夜饭有十几二十盆
菜，有的人因为加班，年夜饭是自
带的一个饭盒。晒年夜饭的同时
还会带到自家的环境，有的人在
豪华装修房里吃年夜饭，也有的
人在农村土屋里坐在小板凳上吃
年夜饭……

分享美味 分享温暖
通过年夜饭来抒发生活变化

的也十分常见。通过“呐喊之美
好”的微博还了解到原来她是一
位新妈妈：“结婚 0年，每年的年
夜饭都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婆
家下半场娘家。今年小久久出生，
年夜饭立刻变成了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大团圆！”也有网友的妈妈不
能做年夜饭，发微博透露几丝遗
憾。“周蓓丽”以一壶枸杞茶的图
片来表示只有水喝没有饭吃：“妈
妈去阿姨家帮厨了，她不在家没
年味啊！”“晨露雪阳”则以最简单
的语言表达了所有过年时男女老
少的心情：“分享图片，分享美味，
分享温暖，一起吃饭！”

本报记者 朱光

! #爱拍年夜饭$吸引市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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