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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许多游子都会在春节来临之际返乡，

与亲人团聚。可如今不少人却感慨年味越来越淡，甚至称“以前春节叫

过年，现在只能叫放假”。

对于“70 后”“80 后”来说，记忆中的年味是贴春联、挂灯笼的

忙碌身影；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响声和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道；是全家

人齐心协力打扫房屋、晾晒衣被扬起的灰尘味道；是炖肉、炸鱼、炸

酥肉、蒸年糕的飘香……

如今，“年味淡了”成了很多人共同的体验。对此，不同的人也给

出了不同的答案。

有人说，如今物质丰富了，人们不再缺衣少食，提高了对精神生活

的要求，对春节的精神期待更高一些。

有人说，现在过年少了很多仪式感，以前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干

什么都有讲究，现在这些传统都淡化了。

有人说，现在工作压力大，对春节的期待变成了对假期的期待，就

盼着能休息几天，感觉过春节就是顺带。

…………

从这些答案中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春节在物质层面的重要性已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其

所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内涵的迫切需求。在笔者看来，人们感叹“年味变

淡”，实则更多表达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新期待，不仅希望留住春节等传

统节日的根与魂，还希望与时俱进为其注入新元素，让古老的节日焕发

新生机、展现新面貌。

为增添年味、留住乡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在春节期间张灯

结彩。城市里，大街小巷高高挂起大红灯笼，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扑面而来；在农村，村民自编自导的文艺汇演精彩、喜庆、接地气。

一些地方还广泛开展全民阅读、弘扬国学等文化活动。

因此，重拾淡去的年味，增强春节气氛，或许更应该立足本土文化，

做好传统习俗与现代趣味的“嫁接”和创新，在传统节日的精神内

涵中融入现代元素，用文化味儿滋养传统节日，如此才能真正延续、

传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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