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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坤

“自己的节奏”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
的，但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僵化不变的。

比如春节返乡，本是许多人习以为常的
“自己的节奏”，但让留校学生如“在家”，返乡
学生似“在校”；让留城同事如“在家”，返乡同
事似“在岗”——这个春节，我们不得不“变
节奏”了。“在家”放松，温暖亲情，“在校”紧
张，严肃活泼，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变奏”背
后，既有“自己”的深明大义，也需要“大家”的
深切关爱。变的是“形”，不变的是“爱”。

万物萌生盼春到，梅花绽放傲冰霜。
“节奏”本无好坏，变化感受皆出人心。这种
变化，需要顺应时势，遵从规律、制度和规
矩，融化于自然而然的生命节奏之中，才能
成为一种美好自在的“自己的节奏”。

因为过于紧张的节奏，会将我们全身
的安全螺丝拧断；过于松弛的节奏，又会将
我们身心的安全阀门扭开。好比一场马拉
松竞赛，坚持到最后的，未必是那些一时逞
强、自恃有功、较劲死磕的“自我中心”选
手，而是那些节奏有序、耐力非凡、互相激
励的“自我超越”选手——不会因一时得失
快慢而乱了方寸。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都是受到“自
己的节奏”影响和支配的，其生理化学和生
理物理两者的综合反应结果，支配了我们

在生活中的正常行为。
人类的体力、情绪、情商、智商变

化，都有不同的周期和“自己的节奏”，
需要我们认识和发现。但是越来越严峻的
现实变局、不确定的外在环境，让我们不
得不“变节奏”，这是一种知行止、与大
势合一的“自己的节奏”，既不能盲目被
带乱节奏，也不能因为昏聩被带坏节奏。
专注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成长发展阶
段，尽心而为、量力而行，及时调整并保
持最适合自己的节奏。

我们或许离理想化“自己的节奏”甚
远，但始终不能放弃那些与大家、万物和
谐相处的良善、隐忍和爱，始终不要抗拒
或曲意奉迎自然变化的生命节奏，要常常
反躬自省、张弛有度、顺势而为、不疾不
徐。

一个突然被“罩”住的防疫世界，
“罩”不住大千世界的生动气象。静静地倾
听鸟儿在自由自在歌唱，那震颤的声音，轻
抚枯树上正在逢春转绿的嫩叶。

“春来了，春来了！”
一声声呼唤，一缕缕乍现的春光，从树

枝间流淌而下。
“原来如此简单，原来如此单纯，原来

如此和谐”。
一旦身体的变奏曲与自然合一，“自己

的节奏”也可以自然奏演，不再是由大脑皮
层产生，而是蓄储在人与自然连接处的许

多地方。大脑发出的只是指令，激活相应的
节奏，即我们所说的“肌肉记忆”，牵动心灵
深处的那份生命节奏，与宇宙同频共振。

如果抛弃“自我中心”的角度、“繁琐复
杂”的枷锁和“习以为常”的套路，回归到内
心的真实状态，坦然面对自己的缺点和优
势，超越虚荣和浮躁，每天都可以从容淡定

地笃定前行，可以“如此简单、单纯、和谐”
地做同样的事，让春天的阳光洒满自己，也
让自己发出亮光，照亮身边，照亮世界。

正如这个特殊的春节，每一个“别人”
都是“自己”，每一个“自己”也是“别人”，每
一个和谐的节奏，都需要相互慰藉、关爱帮
助、调整韵律。

正如一体化深度融合过程中，只有大
家齐心协力、分工协作、精诚协同，才有可
能让每一个“自己”最大程度地成长。

正如这个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不仅要勇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调整
节奏、保持节奏。变的是形式、行动和步伐，
不变的是始终心系国之大者，为民族谋复
兴，为人民谋幸福，还要为世界谋大同，为
万物谋和谐。

节奏变化不乱步，变化节奏不乱心。觉
察内心真正的期待和当下所处的阶段，学
习在理解包容、成人达己、岗位奉献的过程
中，走好每一步，做好每件事，让所有“自己
的节奏”，后会有期；让所有心外的“自己的
节奏”，后会无期吧！

自己的节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没有玩具，20 只兔子、1 只猫、2 条狗，

这些是孤儿小宇 3 岁前的玩伴。长期和小

动物在一起，小宇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走

路时双手耷拉在前胸，学兔子一蹦一蹦。瘦

弱的孩子舔食从地上拾起的垃圾袋，抬头

望人的眼神“空洞得不像个孩子”，志愿者

顾圣妍没忍住，当场哭了出来。

在经历无数次“闭门羹”后，小宇爷

爷终于答应顾圣妍，把孩子送进一家正规

寄宿制幼儿园。最初，小宇每周发烧，免

疫 力 极 差 ， 3 年 过 去 了 ， 他 变 得 身 体 结

实，会自己整理被褥，能够流利地背诵好

些国学经典内容。每个周末，顾圣妍接小

宇回家，顾家已被小宇当作自己的家，他

会和“爸爸”——顾圣妍的丈夫一起嬉笑

打闹，不时粘在顾圣妍身上“妈妈”“妈

妈”喊个不停。

在 山 东 临 沂 ，像 顾 圣 妍 这 样 的“ 燃 灯

者”有 8000 余名，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孤贫

儿童心理辅导志愿者，以“一对一”结对陪

伴的方式，给孤儿、事实孤儿和困境儿童以

精神陪伴、心灵关怀，直至孩子成人。

临沂这片昔日的红色热土，全市 12 个

县区、156 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孤贫儿

童心理辅导志愿者服务团。志愿者们已走

遍全市 9494 个村庄，对 15 岁以下的孤贫儿

童进行逐个摸排，累计行程 650 余万公里，

共摸排出 5317 名符合帮扶条件的孩子。

2017 年，徐军通过走访和大量调研发

现，农村一些孤贫儿童因监护无力遭受歧

视、侮辱，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很多孤贫儿

童因缺乏正确引导、法律意识淡薄而自暴

自弃，误入歧途，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还

有部分服刑人员家庭和精神疾病患者家庭

的孩子，因缺乏关爱，遭受家庭暴力，时刻

处于危险之中。

一项共识由此达成——捐款捐物不能

解决多数孤贫儿童存在的问题，“扶贫、扶

心、扶志、扶技”才能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

生决定性影响。

怀 揣 着“ 沂 蒙 无 孤 ”“ 天 下 无 孤 ”的 梦

想，徐军着手成立孤贫儿童心理辅导志愿

者 服 务 团 。为 了 拉 资 助 ，徐 军 找 遍 身 边 朋

友，甚至花钱请生意伙伴吃饭，酒桌上有人

回绝得直截了当：“说什么‘天下无孤’，我

看你是天方夜谭！”

伴随着摸排工作走村串户，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志愿者行列，他们有公务员、教育

工作者、医护人员、个体经营者以及“五老”

(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等群体，也有一些村支部书记主动加入。

要想打开孩子的心门，得先敲开孩子

的家门。起初，许多年迈的老人认定志愿者

们是“坏人”，不让他们和孩子接触，甚至有

志愿者被老人们用扫把打了出来。一次，两

次⋯⋯最多的上门 20 多次，志愿者们最终

用诚心感动了孩子的家人。

迷茫、悲伤、羞怯、自我防御性强——

孤贫儿童群体有着相似的心理特征，爱他

们很简单，但让他们彻底放下心理包袱，给

予他们公平的爱却很难。

志愿者景平是从那个被意外火灾烧得

只剩屋架的家里接走若星的，此时距若星

妈妈患癌去世不到一个月，若星爸爸几年

前因车祸去世，若星的“泪点”特别低，而且

常常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变化是从一次

长谈开始的，景平轻轻把若星拥在怀里，告

诉她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是代替父

母来爱你、照顾你的，但父母永远是你的父

母⋯⋯”，若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半年后，景平丈夫生病住院，若星带着

弟弟妹妹写祝福卡片、做果盘；会时不时抱

着景平撒个娇；哭的时候越来越少，笑脸越

来越多⋯⋯在景平看来，孩子还需要漫长的

疗愈，“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绝不能带着怜

悯或是宠溺的心态对待孩子，更不要刻意让

孩子说谢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静待花开”。

5317 个孩子背后，是 5317 份无怨的付

出，其中有不少孩子被徐军称为“硬骨头”。

“我们粗略统计过，100 多个孩子有小偷小

摸的习惯，200 多个孩子辍学在家，甚至一

天学没上过的有 100 多个，300 多个孩子没

有户口。”

陈德功是一名迎难而上的志愿者。最

多时，有七八个“问题孩子”住进他的家里，

有的随身带着自卫用的小刀，有的习惯和

大人对着干，不服管教，说走就走，陈德功

常常找孩子找到半夜两三点。孩子们之间

动手打架是常事，他们偷出陈德功的钱买

了 3 部手机，陈家工厂大门被这些孩子撬

了 3 次，里面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你说，这是不是‘农夫与蛇’的故事？”

妻子哭着质问，陈德功耐心劝慰妻子，“咱

这是用一个小家庭换来社会的安宁，孩子

们会越来越好，不能放弃他们”。

陈德功将家里的客厅开辟成传统文化

讲堂，每周有志愿者前来为这些孩子讲授

国学经典。不忙时，陈德功带着孩子们参加

各种公益活动，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看

到街头流浪的老人，孩子们凑了 29 元给老

人送去肉菜；带着孩子们去饭店吃饭，却遭

到一致反对，“太浪费了”，孩子们吵嚷着。

陈德功妻子也不再抱怨，默默地跟在丈夫

身后照顾着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主动报名

成为一名志愿者。

四年来，服务团协调有关部门先后解决

了 200多名孩子的户籍问题、100余名孩子的

学籍问题，安置 400 余名孩子免费入学接受

教育，免费为全市近百名孤贫儿童和家庭实

施大病救助，为 30 个孩子做了眼疾治疗手

术，为 4000 名孤贫儿童购买了保险。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志愿者们采购了 1780台学习机

发放给孤贫儿童，并由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

学习，保证他们的居家学习效果。

时至今日，仍有不解和非议不时出现。

有人质疑，“志愿者们太会演了”。服务团副

团长宋彩云举例，为了摸排孤贫儿童情况，

志愿者王光琳在 10 个月里开车 6 万公里，

每 天 早 上 4 点 起 床 ，走 遍 费 县 400 多 个 村

庄，走进 660 多个家庭，“如果说这样的努

力都被质疑的话，你也可以演一个！”

为保证志愿服务质量和效果，针对志

愿者的规章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完善，服务

团 先 后 出 台《志 愿 者 信 息 保 密 协 议 书》等

16 项制度、48 条服务规范和行为准则，从

志愿者招募到申请帮扶，乃至志愿者的陪

伴时间、次数等各类细节，均有详尽规定，

包括志愿者如何陪伴孤贫儿童、如何保护

儿童隐私、如何进行心理辅导等。

比如，在帮扶时，严禁打旗拍照、给钱

拍照、拍孩子正面照等行为，还设置了志愿

者学习培训机制，志愿者必须完成每周 4
天、每天 2 小时以上的线上学习，内容包括

中央的政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满

家庭建设以及心理辅导知识等内容，提升

道德素养和帮扶本领。

以心换心的付出总有回报，在志愿者

陪伴的岁月里，一盏盏黯淡无光的灯被渐

次点亮。

曾经与亲人形同陌路的小浩，学会了

感 恩，开 始 学 着 主 动 承 担 家 务 。被 母 亲 弃

养，饱受歧视，被同学喊作“野孩子 ”的小

晨，经过志愿者耐心的开导，逐渐打消了长

大报仇的念头。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的小

颜，经志愿者多方协调捐款、献血、手术，如

今已基本恢复健康。

种进孩子们心田的爱的种子正在慢慢

地萌芽。从不敢和志愿者对视说话，到性格

日渐开朗活泼，小妍已成为服务团年龄最

小的一名志愿者，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

和自己一样的弟弟妹妹，让他们真正变得

自信、坚强、善良、感恩。

如今，“擦亮‘沂蒙无孤’品牌”已被列

入临沂十四五规划，而这一模式开始在全

国复制推广，济南、青岛、襄阳、淮南等地已

成立孤贫儿童心理辅导志愿者服务团，潍

坊、滨州、厦门等 20 多个城市正在筹建。

对徐军来说，“沂蒙无孤”“天下无孤”

的梦想正在成为现

实 ，而 他 所 做 的 不

过是让有爱的人有

事 可 做 ，把 党 和 国

家的温暖传递给孩

子 ，“ 我 参 与 其 中 ，

无上光荣”。

（文 中 孤 贫 儿
童均系化名）

八千“燃灯者”点亮“沂蒙无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通过家书，张丁深入了解了很多中国

家庭，也进入到很多历史的细节当中。

“玉花，这次胜利可不小啊！解放了北
平、天津、塘沽、张家界等城市，歼消敌人
50 多万。看样子，华北的全部解放已不会
有多少日子了！亲爱的玉花，不见面已经一
年多了，想我不？当别人的爱人来了时我就
想起你了⋯⋯”写这封信的人是宋云亮，时

任华北军区第 66 军炮兵营二营营长，此信

是 1949 年 写 给 自 己 爱 人 胡 玉 华（小 名 玉

花）的。

不久前，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的“见

字如面——2020 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上，

不少人被宋云亮和胡玉华的爱情所感动，也

为当时的社会背景所惊叹——“北平可真热
闹，街上有电车，有稠密的行人，有很多的商
店，来往的汽车，真比驮粮的小毛驴还多哩！
今天晚上我们到国民影剧院看的戏，看了名
角叶盛章的‘九龙杯’，的确不错。”

“主题展”策展人张丁说，在开幕式上，

媒体把焦点纷纷对准了领导和专家，其实

那些无私的家书捐赠者才是展览的主人，

面对老人们，我心生愧疚。

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开启初期，苏

州 的 姚 美 家 阿 姨 对 家 书 征 集 抱 有 很 多 疑

问。姚美家保存了上千封家书，其中包括她

和丈夫经人介绍相识以后，从谈恋爱到结

婚生子，又分居两地的 6 年中互通的 586 封

信，也有她上世纪 90 年代写给在美国读书

的儿子的家书。

这 5 公斤重的“家史”，交与不交，令她

犹豫。姚美家写了一封长信，一口气提出了

许多问题：“抢救办”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

构？经费问题？如何保管征集来的书信？人

手几何？如何办理捐赠手续？外地的人一律

邮寄吗？如果贵办因故不能践诺，凡交出的

书信还能要回吗？

张丁回了一封 1118 个字的信，对老人

提出的问题逐一作答。言语平实又充满诚

意。最终，姚美家坐火车来到北京，亲手把

984 封 家 书 和 35 张 老 照 片 送 交 到 张 丁 手

里。

2005 年，听说了“抢救民间家书”活动

之后，胡玉华打来电话和张丁取得了联系，

并捐赠了两封珍贵的家书，一封写于 1949
年，还有一封来自抗美援朝前线。

2006 年 春 节 ，张 丁 向 中 央 电 视 台《东

方时空》节目组推荐了胡玉华和宋云亮的

战地家书。75 岁的胡玉华应节目组邀请来

北京做节目。“我无以回报，只有在街头小

馆请他们吃一餐最普通的饭，略尽地主之

谊。”那天晚上，张丁和胡玉华阿姨以及女

儿，聊到很晚。

那次分别后，胡玉华又寄了十几封丈

夫宋云亮所写的战地家书原件给张丁，这

些 家 书 非 常 珍 贵 ，知 名 电 视 栏 目“ 见 字 如

面”从中选读过 2 封。

临潼老家盛产石榴，每年秋天石榴成

熟时，胡玉华都托人寄送石榴到家书博物

馆。2 个月前，张丁专程到西安看望已经 90
岁的胡玉华，胡玉华的女儿一定要请张丁

吃饭。“妈妈说 2006 年您从中央电视台辞

职，专门做抢救民间家书的工作，经济很紧

张，但还是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这份情谊不

能忘记！”

抢救家书工作有意义，但很辛苦。2005
年项目启动后，张丁多方寻求资助均不顺

利，尽管 2006 年出版了《家书抵万金》《红

色家书》两部有关家书的书籍，《红色家书》

还入选中宣部组织的“万村书库”工程，但

经济效益有限 。2006 年，他把办公的房子

由两间减少为一间，房间里放满了家书，几

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张丁老师几乎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

特别朴素，吃的东西也很简单，他一心扑在

抢救家书上。”跟随张丁多年的助手张颖杰

说。张丁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窘迫，老人

不但看到了，还记在心上。

2016 年 10 月 26 日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家

书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15 年间通过各种

社会力量共征集到 6 万件藏品。和张丁密

切联系的多位捐赠人中，有 20 多位因为年

事已高去世，他们的家书保存在博物馆里，

手机号码却再也无法打通了。

2006 年，张焕光和老伴陈素秋从报纸

上看到征集家书的消息，主动给办公室打

来电话，说家里保存了 1700 多封书信，都

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信。张丁一听特别兴

奋，马上动身到张焕光家里拜访，看到了那

些装订成册的家书。

两个人的书信分别按照年代排序，信

纸 大 小 不 一 ，都 加 了 封 皮 ，然 后 用 线 缝 起

来，装订了 61 册。张丁印象最深的是广州

和桂林解放前后的书信，“当时陈素秋在广

州，张焕光在桂林，两人鸿雁传书，对于解

放军进城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真是

惊心动魄。”

陈 素 秋 在 1946 年 8 月 16 日 写 给 张 焕

光 的 信 中 写 到 ：雨是这么多，在故乡我爱
雨，在这异域，我是害怕触动的太厉害，我
厌了这多雨的时日，不是吗？楼阁的人用一
样的耳朵，不同感情，闻着这异乡的雨滴，

百感交集⋯⋯
两位老人决定把这些情书全部捐赠给

张 丁，“ 这 可 是 保 存 了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宝 贝

啊！”有出版社闻讯找到张丁，想出版他们

的情书，于是他请老人亲自动手进行编选，

从 100 多万字中精选出近 30 万字，但最终

因整理难度太大而搁浅。张焕光 2012 年去

世，而书稿仍然躺在书柜里。“我非常愧疚，

至今没能帮助老人完成心愿。”

家书从来都是和家风密切相关。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家风和家庭

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2017 年初，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相关文件中提

出：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整

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

青少年。这让张丁特别兴奋，“这就把家书

与家风家教联系起来了！家书是人们内心

世界的反映，家训是亲人之间的谆谆告诫，

家风是一个人生活成长最有力的熔炉。”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二中的退休教师许

达，捐献了自己保存完好的 1811 封家书。

张丁在其中发现了“富矿”——1982 年 3 月

20 日朱圣武给许达的信中讲到了当时已

经在全国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里责
任田，五花八门。大队三令五申，饬令小队
分田到户。小队按兵不动，勉强分了耕地；
管理方式多样化，或者定产到户、连产计
酬；或者计酬不连产，仍然集体耕种，集体
收割，按照工分分配⋯⋯现在很多基层干
部也不知道啥法好，只要发展生产，调动社
员积极性，分配好，群众赞成，就好。”

又过了一年，朱圣武来信，讲到经过实

践，农民逐步认识到了大包干的好处：“农
村实行大包干，懒汉变勤快了，比大呼隆农
田管得好。”

在 许 达 的 信 中 ，参 军、下 放、社 教、知

青、票证经济、“批林批孔”、民办教师、农转

非、高考、新兵连、住房改革、“砸三铁”等，

都有较为生动的记述。

张丁说：“《效石家书》是许达先生的传

记，更是家史，是 20 世纪后半叶一个中国

普通职工家庭历史的真实记录，还是山东

乃至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当张丁得知许达是“文革”前大学中文

系的毕业生，退休前当过多年的中学语文

高级教师时，就鼓励他把家书整理出来出

版。从此，年届古稀的许达老师开始了整理

家书的漫漫征程。

张丁和老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时通

个电话，逢春节时寄贺信，了解他编书的进

度和甘苦。70 多岁的许达为了亲自录信而

学习电脑。2012 年，《效石家书》出版，总共

90 万字。当时许达患了严重的白内障，阅

读 已 经 十 分 吃 力 。“ 令 许 老 师 颇 感 欣 慰 的

是，他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些家

书使许家的淳朴家风向后代传承。”

2018 年，许达去世。他说，自己的人生

没有遗憾。

每 每 想 到 这 些 一 个 又 一 个 永 别 的 亲

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风故事，张丁依然

觉得愧疚：“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还应

该更好地利用这些

家书，为他们做点

什么。很多家书已

经 损 失 ， 或 者 正

在 损 失 的 过 程

中 。 应 该 加 快 抢

救 家 书 的 步 伐 ，

把 尽 可 能 多 的 家

书抢救过来。”

在数万家书中回看历史的细节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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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福建省石狮市金利莱斯服装厂，工人黄海龙的小儿子聪聪坐在准备寄回四川老家的礼物布袋上玩耍。黄海龙往年都是一个人回老家与大

儿子和其他亲人过年，今年是 5 岁的聪聪第一次在出生地福建和父母一起过年。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图片新闻

□ 曹 林

从中国人的私心来说，此时此刻，
归心似箭，谁不想跨越千山万水归乡过
年？只是疫情挡住了很多人的返乡路，
让人不得不调整计划。既留之，则安
之，让人充满敬意的是，很多人不仅迅
速接受了就地过年，还把这种别样过年
过出了新的年俗新的年味儿。

从春运的数据来看，年味儿似乎因
就地过年而变淡。往年的年味儿，首先
都是从火车站、航站楼、乡间小道拥挤
的人群“透”出的，但今年春运好像还
没开始就结束了。记者从铁路方面了解
到，1 月 28 日、29 日和 30 日，春运前 3
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分别为 308 万、
283 万和 296 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水
平的四分之一左右，春运前 3 天全国铁
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归途中没
有拥挤的人群，年味儿好像大减。

这个数据恰恰说明，多数人都接受
了就地过年，防控、倡议和自觉下，减
少流动成为共识，春运数据背后是无数
人无数家庭作出的贡献，正如张文宏所
说：对于就地过年的同志，我表示非常
敬佩。没有谁认为这些做法是理所当然
的，可以“看作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作的
一次贡献和慈善”。往年，拥挤的春运
人群是火热的年味儿，让人安心。今
年，冷清的春运场景，才让人安心。

不要为冷清的火车站和“缺少人
气”感到难过，我们看看“春运数据大
降”之外另外一组数据。虽然人的流动
性减少了，但物的流动、数据的流动在
激增，呈现出另外一番火热的春运场
景。因为无法回家过年，很多人都选择
了把年货寄回家，一边是老人往城市寄
家乡的年货，各种好吃的，各种带着乡
愁乡情的美味；一边是年轻人往老家寄
城市的年货，新衣服，新电器，新年礼
物。因为年货寄递激增，几大快递巨头
促销揽客，承诺春节不打烊。“就地过
年”催生网购年货热潮，“2021 全国网
上年货节”开启，电商平台纷纷发力。

“宅经济”持续爆发，带动了室内娱乐
相关商品热卖。

年味儿因为就地过年变淡了吗？年
俗因为春运寂寞而变得冷清了吗？没
有。有句话叫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说的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年过好。今年
是，不管有钱没钱，不管身在哪里，这
个年都要过好。流动减少了，那就宅着
过好。回不了家了，那就把年货寄回
家，人减少流动，那就让年货、让数据多
流动。这，就是新年俗，新年味儿，新的过
年氛围。春运不是“没开始就结束了”，而
是换了一种方式，体现在物流和数据流
上，背后同样是火热的人气。

此心安处是故乡，这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巨大的适应性和人情味儿。过年
团圆，是一种传统。那么，因为疫情回不
了家，有没有违背传统呢？没有，传统以
人为本，传统不会悖离人的需要和现实
约束。回不了家，云端天涯若比邻，视
频遥敬一杯酒，人健康，心安处，也是
团圆。年味儿的本质是人气味儿，是烟
火气，是心心相印，一家惦记着彼此，
父亲给孩子寄腊味，孩子给父母寄新手
机，其乐融融，就是最好的年味儿。

过年团聚团圆的文化传统，是为了
人，以人为本。就地过年，同样是为了
人，以人为本，为了人的健康，为了更
长久的相聚。中国人响应就地过年倡
议，把就地过年过出新年俗年味儿，让
人看到了人的敦厚善良，爱人，爱家，
爱国。

家多好啊，能回家过年，多少人愿
在异乡为异客？每一年都团聚，这一年
身在异乡，有遗憾、有不甘心吗？当然
会有，疫情好转，下一年团聚的时候，
回忆起这难忘的就地过年经历，可能会
更加珍惜彼此，珍惜家人健康国泰民
安，就像千家万户红彤彤的春联上写着
的，那里面有中国人、中国传统最深刻
的美好祝愿和文化基因。

就地

过年的不甘心

用另一种

年味来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