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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从嘘寒问暖到热点话题
本报记者 李波

吃食：从一碗面到南北大菜
本报记者 王卉

礼当：从挂面麻花到鲜花书籍
本报记者 王卉

宝鸡人走亲戚的变化

编者按
鼠年春节脚步临近，走亲戚是宝鸡年俗中的重头戏之一，用以增进感情、感

受团圆。宝鸡人一般从大年初二开始走亲戚，给丈人家、舅舅家、姑姑家等亲戚

家拜年，走亲戚时讲究人到、礼到、问候到。随着社会变迁，如今人们走亲戚的形

式有哪些变化，我们不妨探究一二。

本版插画 陈亮

外甥打电话来问今年过

年初几来拜访时，在岐山过

了六十多个春节的于阿姨告

诉外甥，过年不必来了，自己

要到外地去过年，春节不在岐

山。这在十几年前，是于阿姨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于阿姨春节出游的背

后，是中国旅游不断发展的背

景：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

示，2019 年春节假期，全国旅

游接待总人数 4.15 亿人次，

同比增长 7.6%。按照这一增

速，预计 2020 年春节旅游人

数将达 4.5 亿人次。

“还记得小时候，走亲戚

那叫一个辛苦啊。手里大包

小包的提着各种礼物，还要挤

班车。大家走亲戚时间相对集

中，上了班车人挤人，真的是

双脚离地人流都能把你带走。

有时候下车一看礼物盒都挤

扁了。这都算好待遇了，有时

候跟我爸出门走亲戚，骑着被

称为‘28加重’的凤凰自行车，

在结冰的路上顶着寒风骑行，

冷得刺骨。”回想起小时候跟

爸妈走亲戚的场景，梁飞记忆

犹新，“小时候冬天经常下大

雪，下了班车才深一脚浅一脚

地往亲戚家里走，踩在雪里咯

吱咯吱响。那时候亲戚家里的

小伙伴也会早早在门口迎着，

进门赶紧上炕吃面，暖和暖

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

走亲戚的场景越来越少了。越

来越宽的路，越来越多的私家

车，越来越便捷的高铁，让以

前只能在过年时候走动的亲

戚们，在平时的节假日就能走

动起来，反而是春节走亲戚逐

渐演变为到另一个城市去，感

受不一样的新年。

“每到过年，我们总能听

到过年的味道变淡了之类的

话，其实我不这么看。我认

为交通的便捷，对过年的影

响是两方面的。以前好不容

易走个亲戚，我们坐着聊天

吃饭等压岁钱，期盼比较多。

现在大家习惯了快节奏的生

活，恨不得一天走完所有亲

戚，一天干完所有事情，把日

子过得太快太忙了。我感觉，

其实我们大可以把日子过得

慢一点，亲戚慢慢走，有话慢

慢说，这样才不至于在快节

奏中流失了年的味道。”80

后李宁说道。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一进腊月，讲究节礼的西

府人就忙活起来。挑选置办走

亲戚“伴手”的各样礼当，是腊

月里的要紧事之一。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置办

几样拿得出手的过年礼当，并

不容易。别看大家平日里讲究

节俭，但在这件事上却不愿将

就。60 后凤翔人王彩云回忆，

手工制作的挂面曾是露面最

多、最受欢迎的礼当之一，粗

细均匀的一根根挂面被麻纸

一包，用麻绳扎紧，提着麻绳

系系去拜年。挂面看似平常，

却是以当地优质小麦为原料，

经和、揉、饧、盘、搓等几十道

工序制成。过年时，把亲戚送

来的挂面下在锅里，亲友们端

着麦香四溢的鸡蛋挂面，热热

闹闹地坐在炕上开吃。在物质

还不富足的年代，一包包挂

面、一把把银丝揉进了人们对

富足生活的希望，作为馈赠礼

品是再合适不过的。

王彩云记得，营养丰富的

鸡蛋、白糖，是艰苦年月里的好

礼当之一，老少皆宜。她说：“要

是去探望老人或去长辈家拜

年，拎上几斤鸡蛋、几包白糖作

为礼当，分外体面。要是还有麻

花、麻叶或者是带馅的花色点

心，那无疑是一份贵重礼当。”

改革开放以后，蔬菜瓜

果、蛋禽肉奶渐渐成为餐桌上

的主角。人们过年走亲戚的礼

当也随之丰富起来，从面包饼

干到零食大礼包，从各地土特

产到精品蔬果，从生肖主题礼

盒到进口食品等，应有尽有。

近年来，起源于南方的年

关花市也在西府大地兴隆起

来，蝴蝶兰、金橘、蜡梅、红掌、

红运当头等寓意吉祥的鲜花

争奇斗艳，好不热闹。在天寒

地冻的年关时节，人们精心挑

选中意的鲜花当作走亲戚的

礼当，给新年增添一份清香与

雅致。

宝鸡书城工作人员介绍，

春节前后是书店销售旺季，尤

其是礼盒装的书受到青睐。眼

下，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书店选

购图书作为礼当，足不出户就

能“长知识”。

过年的礼当年年在变，变

得越来越丰富，不仅包含精美

的吃食、保健品等，也包含鲜

花、书籍等文雅的礼品。在走

亲戚礼当的变迁中，不难发现

人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歌曲《常回家看看》有这

么一句歌词：生活的烦恼，跟

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

谈谈。想起来绝对是个温馨快

乐的画面。不过随着社会的发

展，拿起手机无话不谈，放下手

机无从说起，让过年时的团圆

少了些温暖的味道，但也正是

因为科技的发展，大家对热点

事件的共同关注，为很多人创

造了热聊的话题。

“体面，可能是每逢过年回

家，我们最想表现出来的样子。

但很多时候，为了维持这样的

体面，我们需要打起比上班时更

多的精神。”在北京工作的薛利

今年不打算回老家过年了。已经

35 岁的他没有女朋友，在北京

没有房子，没有让家乡人看起来

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没有让儿时

伙伴们咋舌的工资，他害怕过年

回家遇到熟人，有人问起这些看

起来再正常不过的问题。

有网站曾做过调查：过年

回家最不希望聊到什么话题？

结果网友投票最高的是：最不

想谈及收入！“虽然是经济社会，

但我想和伙伴们聊聊对生活的

想法，聊聊小时候的趣事，聊聊

看过的书、听过的歌、去过的地

方，结果我发现这些问题最后

都终结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

一年能挣多少钱。”网友“李李”

在社交软件上“吐槽”道，不想

回答又碍于面子，答高了怕对

方不满意，答低了怕父母不满

意，怼回去更不好，毕竟都是一

块相处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

自己过完年可以一走了之，父

母还得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想回家，又特别怕回家，

在外地工作的张辉就是其中

之一。“刚工作时，一个人坐绿

皮火车回家过年。后来有了高

铁，早早抢票等着回家去，爸妈

准备了特别多的好吃的。再到

前几年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买了

车，回家更方便了。回去也没

什么事情，就是听爸妈唠叨唠

叨，什么长胖了要锻炼啊，晚

上要早点睡啊，别没事老玩手

机啥的，看着他们逗孙子玩，

感觉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

小时候爸爸总和隔壁的哥哥

聊一些时政新闻，感觉他们很

厉害，知道的事特别多。现在

好了，我长大了，手机上的很

多新闻推送过来，我和老爷子

第一时间就能聊起来，感觉很

不错！”

还是歌词里说的：“有钱

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有妈妈

准备好的唠叨，还有爸爸早早

开始张罗的一桌好饭。

吃，是走亲戚年俗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环节。宝鸡人重礼

节，亲友来拜年，不能慢待，必定

会备好一桌丰富吃食款待亲友。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

碗臊子面是西府人过年待客

的顶级礼遇，香喷喷的臊子

面，以及吃时响起阵阵的吸

溜声是最难忘的过年印象。

70 岁的刘建德回忆，以前家

里困难时，有亲戚来拜年，面

条下在锅里却没有臊子，愁

得人团团转，老伴只好舀上

一勺辣子来调味。辣子面端

上桌肯定没有臊子面体面，

把面端上桌，刘建德的脸不

由得臊红了，但看到亲友吃

得高高兴兴，刘建德心里的

石头才算落了地。不管是酸

辣的岐山臊子面还是鲜香的

扶风臊子面，它们在这片大

地都有着神奇魔力，人们似

乎可以从正月初一吃到除夕

都不厌烦。

臊子面是待客的重头戏，

而待客菜肴也尤显西府特色。

酸香可口的西府合盘、外脆里

嫩的丸子、咸香嫩软的酥肉、清

香四溢的甜饭……吃起来总是

那么地道爽口。简单的食材，经

过西府人的精心烹制，变成一

道道诚意满满的待客美食，让

人吃进胃里，甜在心底。

如果说以前西府人主要

是以臊子面待客，那么如今来

自五湖四海的风味则丰富着西

府的味道。亲友来访，可以自制

待客宴，也可以到饭馆聚餐。商

场、小吃街开起了各类餐馆，重

庆的火锅、宁夏的羊肉、广东的

生蚝，乃至寿司、牛排、龙虾等

新面孔，纷纷闪亮登上西府人

的待客餐桌。

新年里，人们互相祝福，

品尝着丰盛的味蕾盛宴，至亲

好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虽

然待客的吃食随着潮流年年

在变，可待客的心意却始终如

初，那就是团聚！吃什么不重

要，重要的是团圆。只要大家

在一起，不管吃什么，心底都

是最暖的。

出行：从走路骑车到开私家车
本报记者 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