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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让孩子有机会
亲身参与到
过年的各活动中

没有鞭炮声声，没
有杂耍秧歌，没有走亲
访友，没有穿新衣的喜
悦……当年味与时光同
老去，孩子眼里的“过年”
似乎只剩下了“ipad”、“零
食”和“压岁钱”。

为什么年味会变
得如此之淡，在武汉大
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李翠玲看来，近10年
来，由于春节假期缩水，使得大人们没有
时间和精力来组织春节文化活动，孩子
也没机会参与。与此同时，由于物质的
极度丰富，不少传统的年俗正在逐渐被边
缘化。过去过年，各种传统食材和春联、窗
花等都必须自己准备，如今年前的准备工
作则演变成了购物节。由于生活水平的改
善，人们平时的吃穿用都跟过年差不多，使
得孩子们对过年少了很多期盼。因此，我
们置身的城市，哪怕同样是张灯结彩但

“年味”终归是越来越淡了。
如何才能为孩子找回那逝去的年

味？李翠玲建议，让孩子有机会亲身参与
到过年的各个环节中去，有意识地让孩子
参与年货准备、居家布置、贴春联、挂灯笼
等传统习俗活动，让孩子从中感受到过年
的特别之处，体会到过年的精神愉悦。

BABY,跟着爸妈回老家过年吧
为了让孩子多沾染一些年味，不少爸爸
妈妈今年都打算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
体验原汁原味的乡下过年方式。
不过，对于生长在城市的00后而言，面
对难得一次与老家亲密接触的机会，单
纯的过年似乎有些对不住旅途的各种舟
车劳顿。于是，便有了N种带孩子回家
过年的新选择。

贺岁美女：何琳

传统派
让孩子逗鸡唤狗

受访者(铃铛爸，32岁，医药公司销售
经理)

铃铛今年3岁，不仅日渐懂事，而且已经会说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我们唯愿她能感受到我
们儿时过年的那种欢乐足矣。因此，春节期间我
打算带她回老家江西上饶，由她跟着其他孩子一
起在田间追跑。

相比城市，农村肯定能够给铃铛更多的
新鲜感，我相信铃铛每天哪怕只是逗鸡

唤狗，依然会比在城里过得更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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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派
让孩子玩自己儿时的游戏

受访者(胡先生，36岁，儿子7岁，私企老板)
在我看来，老家的红菜苔经过冬天的霜冻之后

是最甜的。老家的山泉水，也有一种特别的甘洌味
道，煮出来的茶是最香的。不过，今年回家过年，我希

望儿子在体会家乡美好之余，也能对父辈们的童年多一
些了解。

除了让孩子走我儿时的上学路和挖泥鳅，我还给他
准备了一些特别的小惊喜。一沓用废旧的书报叠
起来的纸板，以及网购回来的树丫做成的弹
弓和70后经典的铁环。这几样东西，是
我们儿时男子汉的标志性游戏。

我相信，这些新年附加题，不仅能够增进亲子
感情，而且有助于提升孩子对于回家过年的

“期待值”。

学习派
在大自然中学习

受访者(吴斌，34岁，女儿5岁，中医院
儿科医生)

我的老家在湖南湘西八大公山的山下，那里不
仅山清水秀，而且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新年期间，我
打算带着孩子去山上采集一些树叶，回家做成标本，
算是送给女儿的第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如今，女儿还小，看到的可能只是标本本身，
但是待女儿长大后，每当看到这份标本，就会想

起自己的根是在湘西的那个山沟沟里，并且
心生怀念。我想所谓的“传承”，大概

就是这个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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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派
带孩子去别人家过年

受访者(冯小姐，35岁，儿子6岁半，资深驴友
兼作家)

从孩子2岁多的时候开始，我便尝试着带孩子一起去旅行。
由于最近几年我和儿子的旅行大多是春秋两季，因此儿子

想要看雪的夙愿一直没有实现。眼看着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再不去专程看一场雪，以后估计就机会难寻了。即将到来的新年，
我和另一个驴友决定，各自到对方老家去过年。我老家在福建厦
门，他老家在辽宁沈阳，一南一北互换过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从
中感受到不同的年味，留下不一样的记忆。

腊月二十八各自到对方的家乡，由对方的亲
友进行接待，亲身参与年货的准备，并代替对方
给双方的亲戚进行拜年。大年初三之后，以
深度游的形式来了解对方家乡的文化与习
俗。通过观察、感受和亲历，孩子在旅
行的同时，能理解到过年的意义和

地域文化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