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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来说，过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都市写字楼里的Lisa、Amanda

舟车回村摇身一变成为翠花、菊香？这是个

段子。但段子背后，始终是倦鸟归巢的心安

与自在。过年，就是回家。既是家，便可不着

修饰、不必坚强，不作远虑，只是爸爸妈妈眼

前的宝贝，随意任性。

但没有仪式感的年，不像年。办年货，便

促成了年味深长。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前置办年货是中国寻

常百姓家的头等大事。年货包罗万象。上海

人小菜场里早早挂起的长长短短的鳗鲞，大

人为小人提前购置却只待新年才能穿上的新

衣、新鞋，或是装饰居舍的，喜气洋洋的红色

银柳、冬青，这些统统都是年货。吃的、穿的、

戴的、用的、玩的、供的、送的……与春节相关

的采购，都算是办年货。

不过，年轻人的年货不那么约定俗成。

发了年终奖，清空购物车，算是一年到头

奔波忙碌之后给自己的一点犒劳。服饰、护

肤品、健身年卡，这些也成了年货，主打一个

“来年更有盼头”。年轻人，总有自己年轻的

“触角”。过年，不一定像老派人那么讲究，

非要烫个头发，做个美甲，但应该会换个

“皮肤”。那些被“国潮”圈粉的年轻人，在

来势汹汹的“龙卷风”中找到他们的“心水”

好物。潮牌与传统品牌联名的龙年卫衣、

夹克被买到断货。独立设计师将“中式美

学”融入牛仔面料，俘获“龙的传人”。新中

式服装在抖音电商走红，同比增幅超过

2000%。身上的“皮肤”换了，每天不离手的

手机也要换换造型。时尚新颖的手机壳便

成了年货。而热衷游戏的年轻人，更要为自

己中意的游戏角色换肤。国民游戏王者荣耀

也在大年初一推出龙年限定皮肤。这五款皮

肤分别是：赵云-乘龙 · 铭钟鼎、孙策-乘龙 ·

淬吴钩、孙尚香-乘龙 · 问璇玑、大乔-乘龙 ·

忆丹青、安琪拉-乘龙 · 聚宝船。他们跨越

山海，诉说旅行的意义。每款皮肤在70至

180元之间，集齐一套大约要500元。可负

担，有彩头，每年游戏皮肤的限定款总会卖

个火爆。

没错，实物年货好卖，但年轻人更青睐

的，应该是电子年货。除了游戏人物的皮肤，

收费的拜年表情包、视频平台的年费充值、新

年主题的手机壁纸、AI生成的拜年短信……

电子年货，是踏准时代脉搏的当下表达。日

常中，年轻人与世界的情感连接更直接、更简

洁。给亲朋好友拜年，一长串的吉祥话，不如

一个生动的表情包来得利索。有没有发现，

在他们的语境中，表情包是开启和终结聊天

对话最丝滑也最有效的方式？季节限定版的

过年表情包，便自然成为热门的时兴货。还

有与新春相关的手机壁纸，也是年轻人过年

采购的年货。这是一种祈盼，一种祝福，一种

心理暗示，就像“逢考必过”“年年暴富”这样

的年轻话术出现在手机壁纸上，图的就是轻

松愉快。

如何在给年轻人的年货中私藏一些文化

熏陶的小心机，电子年货的生产者也动足了

脑筋。陪全球用户共度佳节，米哈游旗下开

放世界冒险游戏《原神》近日上线4.4全新版

本《彩鹞栉春风》。新场景、新角色、新活动，

纯纯中国味道，满满中国情致，相拥世界玩

家。伴随着农历新年的到来，新版《原神》中

的“海灯节”再度上线。在游戏中，每年的第

一个月圆之夜，就是璃月地区的海灯节。这

一季海灯节的主题是风筝。除此之外，游戏

中借鉴“舞狮”的舞兽戏表演，“剪纸”“皮影

戏”“鲤鱼灯”等非遗技艺的表达，还有场景建

筑中的徽派格调，都让全球玩家在游戏里过

了一个中国年。

年轻人的年货，是他们世界里关于未来

的一点小确幸，让生活更多彩，让明日更可

待。拥抱新春，此时此刻。年货中积极的情

绪价值，带给他们新的能量，迈向更好的自己。

春节长假已告一段落，但春节的滋味仍叫

人回味。

春晚年年有，今年不一般。人到中年的春

晚，猛然间爆发出一股富于时代青春气息的中

国式浪漫，让我们的内心像一条巨龙在翻腾，

“用不同的心跳连成五千年的梦”。当

晚直播用户6.79亿，收视次数15.01

亿，竖屏看春晚4.2亿次，特别值得关

注的是，社交媒体话题讨论量达

160.52亿次，各项数据都大幅度刷

新。网上有评价“它可能是近年来最

有质量的一台春晚”。

除夕夜，我和一个中学生一起守

夜，我们一起看春晚。他们50多个同学的班

级微信群里，一边是同步直播春晚欢歌载舞的

声浪，一边是同学们发出的各种千奇百怪的

表情符号和中英文短语，间或直接语音——

以他们习惯的方式，交流着对春晚的评价，毫

不掩饰地表达着对我们这代人并不熟悉的那

些长得很帅的少男少女歌者舞者的喜爱之

情。在我看来，今年春晚的最大成功，就在于

它俘获了年轻人驿动的心。他们的热爱很重

要——艺术和文化，只有拥有青年才有未来。

全称“春节联欢晚会”的“春晚”，诞生于

1983年，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云初起的大时

代。人们期待着中华民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春

节，尤其是年三十晚，万家

团圆最充满亲情的仪式

中，能有一种更现代的文化元素充溢、满足我们

对生活的希冀。春晚应运而生，天时地利人和

的满足，填补了“结构性的仪式饥渴”。它曾经

以最先锋最时代的范式满足了一个时代人们的

文化渴望。几乎每年春晚都会在其后推出最潮

的单曲和年度词语，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涛声

依旧》《我想有个家》《千里之外》《常回家看看》，

如“我想死你们了”“不差钱”“忽悠”“你太有才

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就像人到中年，春

晚逐渐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叙事结构和模式，进

入新世纪原有的模式老化了，有点不灵了。春

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一直想改变自

己，但要想突破一个曾经成功的模式，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春晚收视的主力和重点，事实

上已经转移。他们以新的审美眼光观看春晚，

需要春晚的变革和创新。

笔墨当随时代。2024龙年春晚最大限度开

掘、调动了为当代青年人所瞩目的亚文化资源，

还有许多豆瓣高分组合。总导演于蕾的《国家宝

藏》第一季豆瓣9.0；开场是豆瓣9.0《仙剑三》的胡

歌、杨幂、唐嫣与热烈火爆的《鼓舞龙腾》一起亮

相……《繁花》搭档胡歌、唐嫣、辛芷蕾、陈龙齐刷

刷出阵张艺谋执导的《别开生面》中，极大调动了

新一代春晚观众的收视积极性。“老谋子”这次也

是老骥不伏枥，《别开生面》有戏曲、摇滚、民谣、

流行等各种元素，还有民舞、芭蕾、现代舞的多样

舞姿，东西南北的乡音，经过高科技的混搭、拼

贴，让中国食文化的面食，带着满满的人间烟火

气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年度热门电影《长安三千里》转化为西安

分会场《山河诗长安》诗情浪漫瑰丽壮观的现

场，古典诗歌得到了视听现代化的形式表达。

我已经观察到，当代观众对唯美主义的强大艺

术需求。他们行走在国潮的洪流中，但他们同

时期待原有的艺术内容要以更唯美的艺术形

式呈现。鲤鱼跳龙门，年年有鱼（余）是传统的

口彩，民族舞、武术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传统艺

术样式，满足了他们的审美欲望。但《锦鲤》用

精准的威亚调节上下高度，以及舞美水波荡漾

的变化，让华宵一和一众鲤鱼在水中游动的身

段变得那么空灵自由，就连服装也如鱼尾般飘

逸。“老谋子”作为第五代导演对于画面和艺术

的唯美主义追求，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春晚给我的惊喜和

感动，是歌曲编排和曲目原创，一直像一股暖流

在心中缓缓流动着，不断挠着我的心。《看动画

片的我们长大了》把几代人看过的那些成为遥

远儿时记忆的动画片主题歌编织成一块精致的

挂毯，让我们看到晚会上的共和国脊梁、崇高的

英雄、杰出的科学家劳动模范，在动画片种下的

梦想里“绽放出不同的花朵”。我们甚至读到了

几代人成长的微缩编年史，也让今天中国社会

的中坚力量——70后80后90后观众心动泪

奔。这次歌词总体的文学性不时抵达了人性的

微茫之地。“扯不完的情，扯不断的面”，唱着唱

着竟让中国面食有了令人落泪的情愫。

《像你这样的朋友》那么细腻入微地展现

了当下中青年对友情的直观感受：“开始斗嘴

是我作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

成为好朋友/现在爱你是我挺你是我/就算肉麻

也是我/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在一

个风急浪高，甚至不乏惊涛骇浪的当下，我是

多么能体会“曾被欢呼淹没也曾失落/脆弱也

不知所措/历尽千疮百孔都有你陪着”“如果这

辈子做朋友你都不嫌多/下辈子够不够/我还想

要像你这样的朋友”，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能“报

团取暖”的真正友情的渴望。

《骄傲的少年》“一个人也敢单挑远方/

不带行囊也要孤身追信仰/胸口一发烫愿望

就噌噌噌地长/相信自己就是宇宙里的一滴

星光”，而歌者就是由一群快乐男声结合的

“再就业男团”。《枕着光的她》写了毕生的爱

情，把爱情染成一片美得令人惊心动魄的甜

蜜的忧伤，“枕着光的路上有个他不怕”“等

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他们挽着手把生

活过成一幅画”。即使军歌也写着白焰那样

燃烧的昂扬而“清澈的爱”。听了将近四十

遍的《难忘今宵》今年终于作了全新的切割

变奏、多种唱法的变化，对今宵的难忘和留

恋有了新的听觉感动。

春晚不需要高头讲章的说教，它只是节日

里的烟花和鞭炮，只要在它腾空而起的瞬间带

来欢乐就行。春晚最大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年

夜饭和守夜的时候，用人间烟火点燃我们节日

的欢乐情绪，让我们的感情回到朝思暮想的精

神原乡。特别是在经历了2023年“异常复杂

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后，让所有的寻常百姓，所有顶风冒雪不辞

艰辛回家的劳动者奋斗者享受“过大年”才有

的片刻的宁静和欢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不是一句空话和漂浮的口号，就是要在

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有直面的困难的勇气和战

胜困难的勇气，在人民需要欢乐的时候，让他

们欢乐起来。

饮食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

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表达方式。

传统的美食是在物质基础上的提炼与

升华，饱含着社会习俗、传统和价值观。

龙年春节，食品供应市场龙腾虎

跃，纷纷拿出中国传统风格的食物来

吸引打动消费者，让人时辰未到，食指

大动。其中最引起我激动的是寓意年

年高、节节高的年糕。

关于年糕起源，有明确历史记载

的文字在清代，绍兴人范寅所著《越

谚》中记：“年糕，浸粳米一石，掺糯米

五升为粉，蒸舂，搓不圆（不圆两字其

实是上“不”下“圆”双拼的古字，我查

不到，如能复刻最好）条，犒男女雇工

之贺年者。”似乎是过年发给雇工当红

包的。

而清顾禄《清嘉录》记录苏州风俗，

则说：“黍粉和糖为糕，曰年糕。有黄、

白之别。大径尺而形方，俗称‘方头

糕’，为元宝式者，曰糕元宝。黄白磊

砢，俱以备年夜祀神，岁朝供先及馈贻

亲朋之需；其赏赉仆婢者，何形狭而长，

俗称‘条头糕’；稍阔者曰‘条年糕’。富

家或雇糕工至家，磨粉自蒸；若就简之

家，皆买诸市。春前一二十日，糕肆门

市如云。”苏州糖年糕之起源和传统规

矩在食物上划分之严可见一斑。

可是民间另有传闻，说苏州人吃

年糕有怀念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大夫，

政治家伍子胥的意义。因为他忧虑吴

国不久将亡，曾吩咐用年糕制成砖块

砌成城门。后果然发生饥荒，他家人

率饥民前去挖地，以灰扑扑的砖形年

糕果腹渡过难关。长久以来，苏州点

心糕团品种特别多，伍子胥的年糕之

恩想必深入人心。

出身于皇族的美食家唐鲁孙舌尖

上的记忆相当精致，写过年吃年糕亦

不凡。他最推崇宁波水磨年糕，谓之

干燥适度，久藏不坏，用高汤、雪里蕻、

冬笋丝煮汤，年糕最丝滑。唐先生声

名在外口福佳，有山西人请他吃宁波

年糕，竟然是用酸菠菜泥烩的，端的是

“糕薄泥腴，太羹醇液”、“碧玉溶浆，柔

香噀人”，其味隽永，久久难忘。而无

锡一杨姓巨绅请唐先生吃血糯米做的

猪油年糕，也被他大赞，总结道，第一

不加任何颜料，柔光带红，呈现自然粉

荔颜色；第二清隽松美，糯不黏牙。这

种特制年糕每年春节只做一次，去庙里

祭祀后分赠亲友，称为“粉荔迎年祭”。

在我的春节食物记忆中，宁波年

糕排首位。甜有油煎桂花糖年糕，蒸

猪油年糕，咸有塌棵菜冬笋炒年糕，黄

芽菜肉丝年糕汤，毛蟹炒年糕等等。

至于大热剧《繁花》中的排骨年糕，只

是日常充饥的普通点心，还轮不到过

年时端上圆台面。我外婆是地道宁波

人，春节去外婆家拜年，她端出来的年

糕中还有一种叫作“块”，比较粗粝的

糯米团状，蒸前是一块铁，蒸后是一摊

泥，外婆笑眯眯拿筷子挑起一团块塞

给我吃，那种几乎要黏住我喉咙口的

烫、甜和软让人迸出眼泪来，等到能说

话，拼命点头说好吃好吃，谢谢外婆。

著名美食文化作家陈诏先生也是

宁波人，他回忆小时候家里过年一件

大事是请年糕师傅上门做年糕，浸泡、

磨粉、蒸，大人小孩围坐长方桌旁，看

年糕师傅将蒸熟后滚烫的一大块米团

扔到杵臼里，用力捣。然后放桌上揉

成一小团一小团，大家动手抢，放在年

糕模具中用力按压，再晾干。那些带

花纹，有喜庆字样的条状年糕因为付

诸参与感，感觉特别美。而在抢到年

糕团后，大人允许他DIY一块嵌入油

条或豆酥糖的年糕团吃，那种童年幸

福变作舌尖上的乡愁，终生难忘。

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让世界为之

倾倒，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

食材和菜式中都寄托了中国人的人文

情愫。饮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

求，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

介。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还浸润着深

厚的礼仪传统，同样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收到友人快递来的一盒年礼，打开

一看，里面共有3件物品：1.一只上上下

下、角角落落滚满琪花瑶草的“元宝茶

专用盖碗”；2.一条五小盒装的“元宝

茶”，每盒“列装”十几片新鲜绿茶和两

枚鲜橄榄；3.一袋“元宝茶指定糕点”

（蝴蝶酥）。

三样东西都与元宝茶有关，且均

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头，一

下子把我给镇住了，心想：胡汉三又回

来啦！

“胡汉三”，是一部约五十年前公

映电影里的角色，属于欺压乡邻的地

头蛇之流，他一出场就气势汹汹：“我

胡汉三又回来啦！”给观众留下极其深

刻的印象。后来，那句话被借指“强势

回归”的意思，与艺术人物形象本身已

经基本不搭界，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语

言现象。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元宝茶代表

性传承人，张荐茗兄力推元宝茶“三

件套”，巧合了“胡汉三”中的“三”字，

可真是有点不凡的气势咧。

为什么说元宝茶是回归而不是创

新？道理就在于它原本就有，只是沉

淀久远而已。

确实，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时间

里，元宝茶一直被提起却一直被雪藏，

相信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压根

儿不清楚元宝茶长什么样儿，更不清

楚新春喝元宝茶乃是本地一种传统年

俗，至今少说也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

元宝是中国古代一种鞋状的货

币，一般由贵重的黄金或白银铸成。

中国货币史上，正式把金银钱称作“元

宝”，是从元代开始的，金锭被叫作金

元宝，银锭被叫作银元宝。

那么，元宝茶难不成是由金元宝

或银元宝浸泡而成？当然不是。茶中

元宝，乃假托青橄榄，盖因这种橄榄两

头尖中间宽，外形类似古时元宝罢了。

喝元宝茶，暗含“恭喜发财”之意，

自然令主人乐意操作、客人开心接受，

一拍两响，遂成规矩。

另有一说——青橄榄又名“大福

（腹）果”。既然被福星高照了，笑纳都

来不及，谁还会敬谢不敏？

聊备一格的是，“青橄榄”三字用

上海方言念出，音近“请过来”，其意

尽在不言中了。

多种诠释叠加，把元宝茶中蕴含

的美好意象放大到极致，它与“新春纳

福”作有机捆绑，从而积淀为一种“有

意味的形式”，老上海视其为赏心乐

事，那是再正当不过了。

按旧时规矩，大年初一，老上海人

一般不外出访客；初二到初四，是亲戚

朋友相互走访拜年之期。

新春，上门拜客的一方不能空手，

一定要携带一些礼品；而接待的一方

则必须请客人喝元宝茶——上品的茶

里（通常选用绿茶作为茶叶基础，有时

还会加入金橘、杭白菊等其他配料，用

以增加茶的风味和寓意）放一枚青果

（檀香橄榄）或茶盖顶上置一枚青果。

怎样献元宝茶，那可有点儿讲究：

只能冲一次沸水热茶——如果再冲第

二次，意味着送客，大不敬了。

据老辈人称，从前主人向前来拜

年的客人表示欢迎之至，故意叫自家

小孩子出面向客人敬奉元宝茶，这样

的话，客人便没有理由不给小辈发红

包了，虽然此种“互动”在客人进门前

恐怕早就预设好的。一来一去，尊老

爱幼的优良传统便实现了非常可感的

言传身教。

一个有趣的现象曾在旧上海流行

过：春节期间，茶馆里的伙计即便缠绵

病榻也要硬撑着上班——因为只有那

几天他可以趁机向茶客敬献一道元宝

茶，他吃准了懂经的茶客一定会大方

地给予大大超过平时的小费。“投我以

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

也！”（《诗经 · 卫风 · 木瓜》）是所有读过

点书的文化人不敢轻易违逆的伦常。

我们暂且不说“过年”的原始含义

（避邪），至少千百年来它立下了不少

规矩，比如春节喝元宝茶，是一种仪式

感很强的家族和友朋间的社交礼仪活

动。不遵循那么一套固定模式，事实

上很难让我们感觉到与过年相配的特

殊气氛和心理获得感。

如今，阔别上海人多年的元宝茶

正有条不紊地回归，年味又浓了一些。

“春节除了回家吃团圆饭，还会有

一轮轮的社交……我们都不想输啊！

对不对？不然大家也不会把过年前买

的新衣服，戏称作‘战袍’了……”

这段网文解释了近来“新年战袍”

这一流行用语的由来，戏谑地将“年

衣”比作春节社交大战中的“利器”。

殊不知以新洁的衣饰迎年，是自汉代

就有的古老习俗。大年初一，也就是

“正月正”，全家老少身着新衣、新帽、

新鞋、新袜，从头到脚焕然一新，依次

向祖先拜谒、家长拜贺，再往亲友家去

道贺，俗称“拜年”。

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正

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

祢。”南朝时，元日要“悉正衣冠”，如

《荆楚岁时记》所述：“（正月一日）长幼

悉正衣冠，以次拜贺。”清洁的衣饰与

合乎法度的修仪，是年节祭祀先祖与

拜贺长辈的先决条件。在唐代，小儿

新年要穿艳丽的新衣，刘禹锡在《元日

感怀》就描述了这一情景：“燎火委虚

烬，儿童炫彩衣。”一个“炫”字足以显

现新年着彩衣的重要性。

宋代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中

述道：“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

酒相酬尔。”吴自牧的《梦粱录 · 正月》

中也记述了“正月朔日……细民男女

亦皆鲜衣，往来拜节”。 无论贫富，新

年置办一套新衣是出门酬答的必要。

清代穿新衣拜新年民俗延续。《清

嘉录》云：“鲜衣炫路，飞轿生风。”《帝

京岁时纪胜》中记：“士民之家，着新衣

冠，肃佩带，祭神祀祖。”《元旦口号》中

的诗句“喔喔邻鸡唱晓风，楮钱烧罢

火飞空。稚孙自炫新衣美，也学成人

拜老翁”让我们看到了六十八岁的蒲

松龄面对着穿上新年衣的孙童前来拜

贺，心里万分愉悦的情景。

从人类学意义上来看，“年衣”这

一对身体的全新装扮，与“贴年画、窗

花”等门户全新装饰一样，均是中国人

重视“岁除—迎新”这一新旧交替特殊

时间段的更新意识。新衣不仅是年节

的装饰符号，更是获取某种神圣意义，

以期“迎祥祈吉，禳灾消恶”的仪式手

段。在“通过仪式“的“阈限”之后，人

们获得新生，穿上新衣，戴上新帽，即

是迈入新一阶段的象征。

如今我们生活在物质极其丰富的

新时代，衣饰之华美，时尚更迭之快，

购买之便捷前所未有；更有各种穿搭

博主的攻略，让一件又一件的“新

衣”，不只是年节岁时更替中才能获

取，继而消弭了民众对“年节”的仪式

感。那种在灯烛更漏之下“一针一线

密密缝制、赶制”的年衣、年帽与年

鞋、年袜，如今已成为一种代际追忆的

微光。

所以，我们对“新年战袍”所应作

出的解读，不应只是停留在“中式年

衣款式是否华美”“形制是否时尚”的

无休讨论与盲目追捧上，而是应对这

件源自3000多年前的新年“战袍”，

树立起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充分的

信心与热爱。从黄帝制衣裳乃有“华

夏礼仪”之邦，到“先蚕嫘祖”育蚕缫

丝所建构的耕织图景，再到先棉神黄

道婆福佑黎民的“衣被天下”，只有对

这一件与岁时秩序、人伦教化建立起

密切关联的“年衣”，才能真正被称为

“战袍”。

从“年衣”到“战袍”的新衣演进

史，是切入中国春节的一个特殊观察

视角，让我们从中得知，中国人的春

节，不仅仅是一系列的仪式丛、仪式

链，更是一整套华夏文明的知识体系，

蕴含着诸如热爱生命、追求健康、敬祖

孝先、尊老爱幼、弘扬正义、贵和尚美、

团结和睦的传统美德。

◆ 方 云

年衣的极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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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年糕的中式人情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富有时代青春气息的中国式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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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近年来颇有质量的一台春晚”

年轻人的年货刮起
“龙龙”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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