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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霞
（杭州春芽实验学校教职工）

《京都风俗志》云：“十五日
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星罗棋
布。”自古以来，置办年货是中国
人不可或缺的头等大事。回想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兴盛
的年货清单是肉、蛋、新衣和老
三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到
了90年代初，过年的零食多了
起来，大白兔、麦乳精、传呼机成
了当时很流行的年货，人们开始
用传呼机拜年；90年代末，柯
达、VCD、大哥大兴盛起来，受
到当时年轻人的热情追捧；进入
21世纪以来，手机、电脑备受大
家欢迎，人们开始置办“3C产
品”，达到了“人手一机”的时代，
短信拜年成了春节的“保留节
目”。接着，网购、3D年画等技
术年货层出不穷；而到了我们今
天，红包、VR、智能家居等高科
技年货更是风靡全球。

浓浓的“年味”永恒不变，变
的是日新月异的“年货”。

小时候最期待的节日就是
过年，过年前就早早地把新衣服
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到床头，每天
都要看一遍，家里来客人都会给
他们看一遍自己的新衣服，然后
不厌其烦地叠好放床头，每天都
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大年那天的
来临。大年那天，早早地就穿好
新衣服，高兴地看着爸爸妈妈贴
春联、放鞭炮。然后兜里揣满了
糖果，蹦蹦跳跳地到亲戚朋友家
拜年，回来拿着自己的“战利品”
向小伙伴们炫耀。那时候的自
己简单快乐，身边不乏亲人朋友
的宠爱，彼时最好的年货就是新
衣服、糖果和压岁钱。

长大后，一个人背井离乡，
走南闯北，踏上了远在他乡的求
学和工作之路，离别的车站成为
亲人泪水模糊的剪影。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逢年过节，每当夜深
人静的时候，远方的游子仍会舔
舐着自己的思乡之痛。平日里
最温情的瞬间就是和家人视频
电话，每次在视频里看到父母头
上的银丝，不禁心生愧疚，愧疚
的是没有时间去陪伴他们。老
爸总会慢条斯理地说：“在外面
别太累，身体最重要，照顾好自
己，钱够花吗？”说着就给我发了
大红包。老妈总会不厌其烦地
听我讲工作的事情，跟我谈生
活，使我一直用开朗乐观的心态
面对人生。盼望着，盼望着，终
于要回家了！吃了整整一年的
外卖，脑子想的全是妈妈烧的
菜。早在离放假的前30天，父
母就已经把家里的冰箱塞满
了。我仿佛看到：父母守候在桌
旁，把等儿回家的饭菜，凉了又
热，热了又凉……

在外漂泊的游子，与亲人聚
少离多，小时候守在父母身旁，
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亲情的稀
缺。长大后，无暇回家照看父
母。陪伴似乎成为一种用多少
金钱也买不到的奢侈品，用多么
贵重的礼物也抵不过的无价之
宝。人们常说：“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陪伴是最长情的幸福。

“常回家看看”才是我们给亲人
最珍贵的“年货”。

不是“年味”淡了，而是长大
后的心境变了，而爱一直都在，
让我们把“爱”这份最好的年货
带回家。2019年，别让父母等
太久。

■徐梦琴
（杭州丁蕙幼儿园教师）

说起回家，我就会想到余
光中的“乡愁”——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从决定留在杭州做幼儿老
师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从此
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作为
一个女生，从决定嫁在这里，就
注定了，从此故乡只能是远方。

但是，我很庆幸，我能回
忆，还能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回
忆。

“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
紫报春光”。回忆中，过年期
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年味
浓烈；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围
坐在桌边，喝上几杯酒，大家高
高兴兴地谈论着，有久别重逢
的喜悦，也有载满丰收的兴
奋。记得刚离家的时候，不知
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番
景象，满怀着憧憬和好奇，一张
车票，踏上了去往远方的路。
殊不知，这一别，从此故乡成远
方。现如今，我已离家5年了。
这5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
现如今，我已为人妻，又有了另
一个家。于是乎，回家的时间
更加少。每次回家变得像做
客，爸妈总会特意烧一桌子我
喜欢的菜，热情地招呼我多吃
些、多吃些。再次离家时，爸妈
总会站在路口，一遍又一遍叮
嘱我在外面要注意身体，然后，
站在路口，似乎变成一座雕像，
久久站立，直到车辆越驶越远，
人影慢慢消失不见。每当此
刻，鼻子一酸，我的眼泪就会悄
悄地掉落。

所幸，我是一名老师。有
着别人羡慕的寒暑假，还能挤
出比别人多的时间回家。临近
春节，我爸打电话跟我说，家里
买了牛肉，准备先将它腌制起
来，过年刚好可以吃；还提前准
备了腊肉；还有我必不可少的

辣椒酱已经给我准备好，到时
候可以带到杭州……看吧，这
就是父母，总能为你考虑到后
面的事，他们现在比你还盼着
你回家。

电话放下，老公问我，今年
准备带什么年货回家？离家5
年了，我竟然还没准备年货回
家这个习惯。之前一个人的时
候，爸妈恨不得家里的东西都
让我带到杭州去，哪里还需要
我带年货回家。今年是结完婚
后的第一年，我竟然也没意识
到，现在我得准备年货回家。
懊恼之余，我反问我老公，你觉
得我带什么回家？直接给钱可
以吗？老公摇摇头说，他也不
知道。于是，我只能拿出百度
开始搜索，过年带什么年货回
家好。翻了一页又一页，带什
么回家的都有，着实让我头
痛。经过和老公激烈地讨论，
终于定好带回家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和
老公去超市采购了想要的东
西，老爸最喜欢喝酒，那就多准
备几瓶好酒；老妈，就给她买几
件好衣裳过年。买完这些之
后，我心里喜滋滋的。作为头
一次要带年货回家的我，忍不
住打了个电话回家，跟爸妈说
说我给他们买了些什么。电话
那头的爸妈，很高兴说孩子长
大了，还知道带礼物回家了。
最后，电话那头轻轻地说：过
年，只要你人健健康康的，回家
了就好，别的什么东西都不重
要。我愣住了，我忘记了，原来
健康的我才是父母最好的礼
物。接着又听到电话那头，老
爸笑着说：“最好么，明年过年
给我带个小外甥回家！”

挂完电话，老公哈哈大笑
地说：“看来我们今年得加把劲
了，争取明年过年完成任务，带
上最好的‘年货’回家！”

哦，这份年货，真是让我头
疼啊！

■陶向东
（中铁乔司站职工）

“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思乡
万里行”。曾几何时，我们与父母
簇拥在温馨舒适的家中，谈论着年
关将至时奔走在回家路上的人们，
放眼今朝，我也成了他们之中的一
员。在外漂泊的日子不同于以往，
儿时幻想展翅翱翔脱离束缚的那
个我也许早已不在。如今真正踏
入社会后，方知家中的温暖是这个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替代
的情愫。

凛冽寒风拂过脸颊的那一刻，
我知道春节已然临近。自从参加工
作后，与父母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
对家乡的思念却是只增不减。但由
于工作的缘故，有时甚至想不起来
给父母打个电话聊聊家常。而在信
息网络化不断更新换代的情况下，
反倒感觉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
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下，心
中那份思乡之情越发浓重，而一整
年积攒下来的情感，只能在一年几
次回家的机会中得到释放。

春节又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
子，身处远方的人也许早已按捺不
住激动的心，在家乡守望的父母也
满怀期望，静静地等待。这时，无
论身处何地、离家多远的人们都会
安抚好驿动的心，提前买好车票，

带着精心准备的年货回家过节。
春节的脚步临近，在期待回家的同
时，也在思考如何趁着过年的气
氛，为父母准备一份年货，让他们
能够感受我爱意的表达。

在这段时间里，我试探性地询
问过父母，也曾绞尽脑汁想着如何
挑选一份父母喜欢的礼物。从前，
无论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父母都
会尽量满足，拼尽全力想要给我最
好的生活，而如今我也希望给予父
母最好的回报。但思前想后，我仿
佛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平常的
微信聊天中，父母最经常说的话就
是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多跟家人
联系。也许，父母想要的并非真正
的“回报”，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
忧。父母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多抽
出时间陪他们说说话，尽可能地了
解到子女的生活状态就已经是最
大的欣慰。

尽管知道父母春节最大的愿
望，但作为子女，还是希望能够为
父母准备一份贴心的年货，在走进
家门的那一刻，给父母带去更多的
欢乐。如果说海平面本无波澜，当
海鸥掠过水面方能够荡起阵阵涟
漪；浩瀚星空寂静无声，是流星划
过后有了那般耀眼的光芒；那么家
中的日子本是平淡无奇，是我们这
份当归的情愫，更显得年味十足，
其乐融融。

赶飞机、挤火车，不远万里往家赶……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便是背着大包小包推开家门大喊一句：
爸！妈！我回来了!

■王晟骋
（杭州采荷中学教职工）

小时候，总喜欢坐在父亲的
臂弯里去看火车，听着汽笛声呜
呜响起，火车与铁轨这对组合合
奏出的“咔嚓”声似乎有着神奇的
魔力，吸引着年幼的我。

也是在看火车的时候，看到
车站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拿着大
包小包的旅人，第一次从父亲的
嘴里听到“回家过年”这个词，继
而又得知，他们手中的大包小包
是带给父母长辈的“年货”。

在我幼小的印象里，回家不过
是从学校到家这段几个街区的距
离，而过年也不过是一家人围在一
起吃个饭、放个烟花，一道看春晚
的那段时光。对于提着大包小包
年货去挤火车的场景太新奇了。

再后来，我离家坐火车去省
城上大学。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
的风景，也怀着“天高任鸟飞，海
阔凭鱼跃”的豪情。殊不知，曾用
臂弯怀抱着我的父亲，此刻一如
儿时我看火车时的模样，直直地
用目光注视着火车离去的方向，
久久伫立，仍未离去……课业的
繁重，琐屑之事的缠身，大学里空
闲的时间并不多，一得闲暇也只
是多与朋友相聚，回家的次数却
愈渐疏少起来。

时至今日，我也将结束学业，
开始工作。在此之前，为了是否
留杭，还与父母发生了一场不大
不小的争执，争执的结果，是父母
妥协，我赢了。留杭！但这也意
味着，从此，故乡也就真的与我渐

行渐远了。
在省城摸爬滚打的求学岁

月，加之初尝生活不易的实习工
作，让我学会了独自坚强，学会了
谦虚忍让，亦学会了坚守初心、充
实地生活。这其中历经了太多坎
坷：学业上的压力、情感上的不
顺、朋友间的隔阂，都想与父母长
辈倾诉；也有许多成功的喜悦，生
活中的趣事想与家人分享，博一
句简单的赞赏或鼓励。而这一
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越发加重了
我的乡愁，以及对回家过年的期
待……

人常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这天，我早早地订好了回家
的车票，并出门为父母长辈置备
年货。年末的省城，大街小巷依
旧是热闹非凡，特别是年货铺
子。我穿梭在来来往往的人群
中，边走边寻思着为父母长辈带
些什么年货回去。

母亲爱美，虽已年近半百，却
仍似姑娘家时一样爱打扮。前些
日子与母亲微信语聊时，赫然发
现她的微信头像竟换成了结婚时
的婚纱照，询问之下，理由更是令
我哭笑不得，竟是因为一小姐妹
声称母亲年轻时好看，像影星关
之琳，故而就换上了婚纱照作头
像。在我印象中，母亲一直都是
极其简朴持家的，从不胡乱地为
自己添置衣物饰品，大多都是心
向着丈夫和儿子，就连丝巾的颜
色都略显单调了。想到这，我直
奔杭州丝绸店，都说杭州的丝绸
好，便为母亲购置了一条色彩艳
丽的丝巾。至于父亲，虽不是什

么文豪名士，却对养花品茶之类
情有独钟，又好食糕点甜品。说
巧不巧，杭城最有名的便是茶叶
和糕点，因而我便为父亲购置了
一罐西湖龙井，外加一盒知味观
的糕点，也算是投其所好了。打
小最疼我的外公外婆，今已头发
花白，精神却依然矍铄，这次过年
回家自然少不了为他们置办的年
货。偶想起前几日母亲在电话中
无意提到：1969年的年初二是外
公外婆结婚的日子，今年正逢他
俩的金婚纪念日，正筹划着仪
式。我心中不由感慨：老人家结
婚50年来相濡以沫、风风雨雨携
手共度，实属不易，确实得办场风
风光光的仪式，好好庆贺。随即
便突发奇想：何不为他俩各买一
套杭州的丝绸唐装？老人家虽上
了年纪，但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
穿上情侣装秀秀恩爱嘛。于是，
便又转回杭州丝绸店，待问了外
公外婆的尺寸，购置了一红一蓝
两件丝绸唐装作为金婚纪念日的
礼物。转眼间，我也大包小包提
了不少东西，一如早些年在车站
见到的那些返乡游子。

少年初识愁滋味，方知故乡
情味浓。带一份年货回家，不仅
是对父母长辈的一份心意、一份
报答，也是一份未能常伴其左右
颐养天年的遗憾，更是相聚之后、
仍需远游的牵挂与愧疚……

过年，回家。也许年货并没
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
来，多见父母长辈一面，陪他们好
好吃顿饭，和他们尽情地聊聊天，
努力地追赶他们老去的速度……

■程文涛
（舟山中化兴中职工）

小时候，我和妹妹最喜欢过春
节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春节到
了，父母会给我们买新衣和新鞋。
要知道，那时候因为家里穷，像我
们这样的农村伢子，一年到头，很
少能有新衣服和新鞋子穿。

父母是典型的勤劳朴素的农
村人，靠着种地、卖菜，把清贫的
家，张罗得有声有色。不管日子过
得多艰难，春节前，我和妹妹总会
有一身新装。早醒事的我，也知道
为父母分忧，对缝缝补补又三年的
日子，以“不抱怨，不闹腾”的心态
过着，但心里对年的期盼，也是极
其强烈的。

小时候，都是父母送我们礼
物，现在自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
柱，也是时候要给父母准备新年
礼物了。一番斟酌后，我给父母
选购了两只智能手机，当作新年
礼物。

说到手机，爸妈先前用的，都
是我们之前淘汰下来的手机。屏
幕小还不说，关键时候总是断电。
每次要给他们换新机，素来节俭的
父母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诸如：
平时也就给我跟妹妹打打电话，够
用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父母
是不想多花钱。

后来，还是机灵的妹妹想出了
办法。两年前，妹妹生了个可爱的
丫头，她经常“怂恿”小丫头跟外公
外婆视频通话。这不，几次视频下
来，父母尝到了“甜头”。再要接视
频的时候，妹妹就说，父母的手机

摄像头不清晰，经常看不清脸，而
且说话也断断续续，影响效果。我
也来了个“先斩后奏”，立马下单买
了两只智能手机。这下子，父母也
只能“欣然”接受了。

春节回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
给父母调试手机，教他们怎么使
用。把原来手机中的电话号码备
份好，把电话卡安装至新的手机
中。妈妈说喜欢《好运来》的曲子，
就想用它作来电铃声。爸爸说《恭
喜发财》最应景，他的手机用这个
铃声。因为家里没有WiFi，他们
的手机流量套餐还没有办理，我立
马打开自己手机的热点，下载音
乐，安装微信。老两口还时不时地
催我赶紧安装，好同宝贝外甥女视
频。

爸爸的手机屏幕要大一点，调
试完毕后，他拿在手里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胳膊伸得长长的，用粗
糙的手指滑动着手机屏幕，眼睛眯
成了一条线。很显然，字小了些，
他看不清。“字能不能大一点？”爸
试探性地问我。妈也在一旁说：

“你爸经常看不清电视上的字，前
段时间还从镇上配了一副眼镜，老
了老了，还是老了。”向来不服老的
爸爸，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谁
说老了，我这是激动，用新手机了
激动！”从爸的手里接过手机，我迅
速地把字体调成了“中号”。

联通妹妹的微信视频后，爸妈
迫不及待地跟两岁的外甥女聊起
天来。还时不时地说：“年初二，早
点来哦！”

很显然，这两只智能手机，是
爸妈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今年春节，我们哥儿几个
就不回去了，要在工地值班，新
年方便早点赶工期……”在位于
机场路上的浙江省三建建设集
团弄口项目工地，正在值班的建
筑工人付星这样说道。

春节是建筑工人一年最期盼
的日子，因为它意味着团圆、意味
着回家，但是也有像付师傅这样
的，因为工作原因回不了家。为
此，省三建建设集团10多位志愿
者来到项目工地与这些不能回家

但仍坚守项目一线的工人兄弟们
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和他们一起
欢度新年，并为工友们拍下喜庆
的照片、视频，发给远在家乡的亲
友，给父母们送上一份特殊的年
货。 通讯员马敏 摄影报道

■薛智之
（浙江省人社厅职员）

距离新年春节越来越近，我就
寻思着今年给爸爸妈妈带上什么
样的年货。这些年来，社会经济飞
速发展，家乡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
提高，买这买那、大包小包，早已不
再是爸爸妈妈所希望的，他们或许
更期待精神上的愉悦。

父亲母亲现在都80多岁高龄
了，前段时间，我在美篇APP上陆
续推送了许多篇记录父亲母亲日
常生活、抒发对父母感恩之心的文
章，恰逢新春之际美篇APP又推出
美篇书制作活动，我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其中几篇，编录和预订了一册
《写给父亲母亲》的美篇书，作为今

年带给爸爸妈妈的新年礼物。
《写给父亲母亲》美篇书，编录

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父亲的荣
誉证书》，父亲戎马一生，峥嵘岁
月，斩获荣誉无数，从军28年，又
红又专，5次荣获三等功、连年被
评为先进分子；转业回到地方15
年，工作业绩出色，先后荣立二等
功、被评为全国检察系统优秀工作
者、省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退休
之后，父亲“为官清廉、为人正直”
的荣誉和口碑还一直被赞誉。每
一张荣誉证书，都记录着父亲奋斗
的人生经历，我用图文并茂的美篇
记录下了父亲荣耀的一生，记录下
了父亲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第二篇是《父亲的心愿》，每一
年的春节前后，父亲都要亲手张罗

组织一场活动，以薛家爷爷奶奶辈
的兄弟姐妹为根脉，父亲的表哥、
表弟辈往下四辈的子孙夫媳，四世
同堂，七八十人的亲情相聚。在聚
会上，父亲母亲深情地表达心愿：

“要让血浓于水的亲情在下一辈、
下下一辈得以传承和延续，让老一
辈亲密无间感情一代一代传下去，
让‘清廉、正直’的家风家训得以传
承和发扬，以和谐美满的小家庭促
进整个社会大家庭的进步发展，这
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第三篇是《写给母亲的一封
家书》，最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我们幸福成长的背后，是妈妈辛
勤的付出，对妈妈的养育之恩无
需言表，唯有给妈妈送上一颗一
辈子感恩的心。最爱吃妈妈烧的

菜，无论是酸甜香脆的糖醋排骨、
清香油润的霉干菜蒸肉，还是嫩
滑爽口的小馄饨，每每吃起来都
还是那么熟悉、入口，因为每一道
菜都盛载着妈妈满满的爱。最喜
欢听妈妈的唠叨，每次回家都爱
听妈妈拉家常唠叨：“做事情一定
要有真本事，做人一定要‘硬直’
（方言：耿直的意思）”，意思是做
官做事要凭自己的真本事、不能
依附别人，说话办事一定要耿直
义气、不能言而无信，妈妈这些
话，一直都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
我们。最想看到妈妈的健康生
活，妈妈现在身体棒棒的，每天坚
持健步走，经常参加老年大学兴
趣班、门球比赛、外出旅游等活
动，妈妈的健康生活，令我们感到

欣慰。写一写母亲，秀一秀母爱，
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母爱更真
挚、更贴心、更伟大了。

《写给父亲母亲》美篇书，文字
不长、图文60多页，但足以表达我
对爸妈的孝敬感恩之心，花费不
多、简洁朴素，但却是一份情意满
满的年货和厚重的精神礼物。在
物质富足的现代社会，我们回家过
年，爸爸妈妈更需要精神上的安
慰，写一封家书、带一本书籍、买一
些文化用品，既简洁又大方，某种
程度胜过大包小包的物品，让爸爸
妈妈开心比什么都重要，我想这是
回家过年、孝敬父母最好的年货。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带上笑容、带
上祝愿，陪在父母身边，共享团圆
之乐！

一份年货 承载万般亲情和暖意

带上美篇书，回家过年

年的味道！家的味道！

少年初识愁滋味
方知故乡情味浓

百变“年货”
带爱回家

带一份最好的
年货回家

智能手机带回家

给父母一份
贴心的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