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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陪伴的载体变得愈加丰

富——宠物成为相守依偎的心灵寄托，

生活好物带来日常的小确幸；年轻人既

可以在围炉煮茶中体验着仪式感，也可

以一边观看“电子榨菜”一边“咀嚼”

着回忆与生活⋯⋯这些人或物，正在陪

伴着年轻人探寻自己的一方天地，助其

对抗孤独，消解忧愁，排解寂寞，从彷

徨走向坚定，从幽微走向开阔，在奋斗

的版图上燃起一束束光亮。

2022 年 接 近 尾 声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与夸克 App 联合推出《2022 年轻人数字

生活白皮书》。从白皮书展示的热门搜索

中，我们看到今年与年轻人携手相行的

“陪伴者”。“Ta 们”，不仅照见了年轻人

具体而微的情感，映衬着时下多彩的数

字生活，更是年轻一代丰沛创造力与活

力的外化与张扬。

《脱 口 秀 大 会》《一 年 一 度 喜 剧 大

赛》《这！就是街舞》《令人心动的 of⁃
fer》《中 国 诗 词 大 会》 荣 登 热 搜 综 艺

Top5。 榜 单 由 两 个 喜 剧 类 综 艺 领 衔 ，

或许可见喜剧类综艺不仅是“图一乐”

这么简单，节目中根植于社会现实的金

句也频频戳中年轻人的内心。

热搜电视剧方面，以 《人世间》 为

代表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深受年轻人

的喜爱，就像网友“人民南路壹号”在

豆瓣热评中所写“从剧中人物的成长和

转变看中国 50 年的发展历程，以小见

大，娓娓道来”，跌宕起伏的时代故事

令年轻的观影者们感悟着大国小家的历

史 变 迁 。 在 新 剧 吸 睛 的 同 时 ，《甄 嬛

传》《武林外传》《乡村爱情》 等怀旧老

剧历经了岁月的淬炼，也在年复一年中

陪伴着年轻人，变身“电子榨菜”，令

一人食时光不再孤单。

养宠成热潮，猫咪超越狗狗，成为年

轻人首席爱宠，哪怕是“云吸”一口，也能

让生活疲惫瞬时烟消云散。当然，不只是

搜索“主子们”的美照，喂养指南、疫苗攻

略、行为表征解读⋯⋯这些都是年轻“铲

屎官”们的必修功课。正如 90 后女生韩

秋秋自嘲的那样——现在购物车里都是

宠物的用品，毕竟亏待自己，也不能亏待

了“主子”不是？

小清新、氛围感拉满的热红酒、手冲

咖啡、围炉煮茶、自制奶茶、贝果等新式

美食深受年轻人追捧，一举超过螺蛳粉、

辣条等重口味网红美食，占据美食热搜

榜 TOP5。尤 其 是最近风靡大江南北的

“围炉煮茶”，成为年轻人的冬季新宠——

从他们发的朋友圈，我们似乎读出，围的

是氛围感，煮的是仪式感，年轻人对美食

的期待可不只是美味。

在热搜婚恋榜单中，我们发现，说

着“随缘脱单”的年轻人或许也在悄悄

期待另一个“TA”。彩礼是年轻人关心

的首位婚恋话题，比起往年网络对高昂

彩礼的吐槽，在婚俗新风的吹拂下，旧

习俗有了新进步。尽管对婚姻，一些年

轻人坦言，尚未做好物质与精神准备，

但相亲穿搭、交友软件、环保婚礼等热

词，却也透露着他们对爱情的憧憬。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也在今

年一直陪伴着年轻人。学校图书馆、自

习室仍然一座难求，不少地区还悄然兴

起付费自习室。建造师、教师、注册消

防工程师、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职业资

格 证 书 ， 是 年 轻 人 搜 索 最 多 的 考 证 方

向 。 自 嘲 “ 自 己 一 直 在 考 证 路 上 ” 的

95 后 青 年 孙 知 ， 毕 业 后 拿 下 了 律 师 资

格证，今年他又开始研究注册会计师考

试。在他心中，这两个资格证的考取难

度最大，若能“手握双证”，他就有了

更换赛道的勇气。和孙知一样，深知技

多不压身的“加号青年”，希望为未来更

好的发展积攒能量。

年轻人还对新兴职业抱有浓厚兴趣，

年度热门新兴职业 Top5 分别是三农带货

主播、视频 UP 主、宠物托管师、捏脸师、家

庭教育指导师。这些新兴职业的出现，为年

轻人搭建起更宽广的舞台，助力他们展现

不同的人生价值。

如今，智能工具也在悄悄地成为年轻

人成长道路中的“陪伴者”，云盘、网络扫描

等工具正在帮助年轻人解决实际问题。

正如一些年轻人调侃的，自己又 Get
了 一 个 新 习 惯 —— 随 时 随 地 在 网 盘 中 备

份 电 子 资 料， 就 像 “ 书 买 了 等 于 看 了 ”，

在 网 盘 中 备 份 着 学 习 材 料 时 ， 也 仿 佛

“ 存 了 就 全 会 了 ”。 上 传 照 片 、 视 频 到 网

盘 里 也 成 为 不 少 年 轻 人 的 基 本 操 作 ， 这

些 “ 数 字 资 产 ” 和 记 忆 ， 在 他 们 彷 徨 和

无 助 的 时 候 ， 成 为 一 道 道 满 血 复 活 的 精

神食粮。

重温热搜，忆起那些关于陪伴的瞬间

□ 张是卓

经历跌宕起伏的一年后，北京的街头正在逐

渐恢复往日的人气。从编辑部所在大厦向外望

去，东三环上车来车往，夕阳为城市涂上一层温

暖的色彩⋯⋯2022 年极不平凡，很多人在诸多

不易中经历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2023 年

即将到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相信

大多数人能享受近一年中难得的团圆。岁末年关

之际，我们渴望团聚，我们向往团圆。

团圆，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年味渐浓，思

念愈重。家人安好，便是团圆。

“笑指侬如江上月,团圆时少缺时多”。不管

是古代还是现代，阖家团聚都是宝贵的经历。火

红的朝阳点亮辽阔的山河，深夜的路灯映照晚归

的行人。从繁华的车水马龙到寻常的街头巷陌；

从壮阔的山川河流到一张张温暖的餐桌，“世间

万顷山河点亮家国星光，奋斗的人勇敢前行在路

上”。在一年的奋斗后，我们渴望和亲朋好友重

逢话旧，温暖的拥抱增添再次出发的力量。

团圆，也可能是留守在岗位上，和家人一起

迎接新春的到来。一家人无论在哪里，只要在一起

就是团圆。

在中国最北端的一所希望小学——北红村希

望小学里，大学毕业后就来这里工作的王忠雷老

师为这里的孩子教授基础知识，家人随他一起定

居在这里。虽然当地交通极为不便，几乎可以说

是与世隔绝，但是在亲人的陪伴下，王忠雷有信

心在教育岗位上坚持下去，“只要北红村小学还

有一个学生在，我就会守在这里不会离开”。

有 钱 没 钱， 回 家 过 年 ， 不 过 ， 对 不 少 人 来

说，过年时不一定回到出生的故乡，也可能选择

留在工作地大城市，一方面能够节约回家的成

本，另一方面也让亲人们感受别样的风景。春运

返乡车票、机票等一票难求，逆向票却很好买，

价格也相对便宜，同时，子女假期不足，老人们

时间相对较为充裕，可以增加团圆的时间。社会

经济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异乡人在工作的城市扎

下了根，找到了归属感。所以，谁说一定是儿女

回家才是团圆？这次偏要打破传统，家乡父辈从

等待归家的人变成了踏上旅途的人，满载着喜悦

与思念奔向儿女的方向。

团圆，还可能是舍小家为大家，通过自己的

坚守，守护万家团圆，守护国泰民安。团圆是幸

福的，但为众人的团圆而奋斗，更是一种幸福。

在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假期里，有许多人

还需要在岗位上坚守，比如可敬的消防员们。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森林消防大队四中队中

队长翟文彬日常带领战士们在林区巡逻，过节时

正是重要的防火宣传期，队里的大多数人都和他

一样需要在营地留守，只能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向

家人送上祝福，但大家都清楚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与使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家平安团圆。像

他们一样，驻守边境线的指战员们，远洋航行的

海员们，维持城市基本运行的岗位员工们，都在

为确保大家平安团圆而奋斗、奉献。

不管是和亲朋好友在一起团聚，还是因各种

原因天各一方，在我们的旅途中，父母、兄弟、

姐妹、爱人、知己⋯⋯总有一种情谊让人念念不

忘。人在天地之间生活，也是在这种与他人的联

系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因为疫情的缘故，有些朋

友在之前的几个节假日没能回家；因为工作的关

系，有些朋友选择了坚守岗位；因为远隔重洋，有

些朋友只能遥寄思念⋯⋯但我们的归根之念、思

乡之情，总是可以跨越山海。每一位中华儿女，都

会记得回家的路。

在团圆的时刻，我们总要挂念第一次离开家

乡的年轻人。笔者身边的年轻朋友有的定好了假

期出游的计划，有的则准备继续工作、学习，更

多的人则迫不及待地订票回家。离开父母在外闯

荡有助青年成长，但是青年也需要家庭的温馨、社

会的呵护，需要回家团圆。他们的行囊里装满了

父母的关心，脑海中回放着亲朋好友的笑脸⋯⋯

团圆，就是青春最好的“加油站”。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我们民

族的团圆里饱含着希望和创造。其乐融融的家

庭、繁荣昌盛的社会，令人难忘的深情、并肩携

手的希望，都书写着团圆的意义，指引着未来的

道路。

跨越山海，与你相聚，
有爱就是团圆

□ 孙庆玲

家乡的味道，在虎年腊月里更为浓烈。年

关将至，已经开始倒数回家的日子。

眼下，刚进腊月，小区里已亮起一个个塑

料红灯笼，河北老家的爸妈打来电话说已经开

始灌肉肠——这是家里每年过年必准备的一种

食物，将新鲜的肉绞碎，加入香料拌匀，再把

用来包裹肉的“肠衣”刮去油脂、反复清洗，

便能得到一层顺滑、有弹性的半透明薄膜，最

后将肥瘦相间的肉塞入其中，接下来就是悬晾

风干和等待。

这往往是家里过年最先准备的食材，爸妈

总是这么心急，刚刚和“入侵”的新冠病毒搏

斗完，就已忍不住开始动手。记得在我小时

候，每逢年关，反而是爸妈最发愁的时候，他

们的收入不高，而满足孩子们吃肉、穿新衣的

愿望需要钱。

尽管如此，爸妈还是会多少买点肉回来，

有时会用盐腌上，每次切下来几片，吃上个把

月不成问题。有时只能在除夕和正月初一的中

午享用。看着它下锅，滋滋冒响，慢慢变色，

我会忍不住咽口水。接着再加入水、海带、白

菜或土豆，煮不了多久，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炖

菜便端上了桌。

虽然肉不多，但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这

毫无疑问已是“珍馐”！

外面天寒地冻，桌上香气混合着蒸腾的水

汽弥散，我们这些早已迫不及待的孩子你争我

抢，一通狼吞虎咽，嘴里有肉时会多嚼几下，

好让肉味在嘴里更持久一点，最后再意犹未尽

地咽下，心里会想，“满汉全席”大抵也就如

此一锅。

现在还时不时想起那锅炖菜，自己在北京

也会炖上一锅，煸肉、加水、放菜⋯⋯剩下的

就交给时间，有些食材、香料也只有经时间的

炖煮才能出味。家乡的味道，也是如此。

年轻的时候总想离开家，离开那个巴掌大

的村子，向外扑腾，甚至觉得在家的寒暑假都

有些漫长。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我如愿去了很

多地方，把很多地方美食装进了胃里。但，唯

有家乡的味道是如此深入骨髓，以至于每年都

要“回味”几遍开春时刚出锅的榆钱窝窝，四

五月份槐花的清香，下雨天土地里翻涌出的土

腥味，收获后的花生秧一点点在秋天腐烂的味

道，在冬天的夜晚，被堆放街头烤火用的玉米

秸秆一点点化成灰烬的味道⋯⋯

尤其在累或难受时，最想念的，往往还是

爸妈熬的一碗普普通通的粥，还有每天早上喊

我们起床吃饭的响亮声音，连那些零零碎碎的

唠叨也变得悦耳。很想尽可能地抓住它们，赶

在这一切最终消失之前。

长大后，才明白时间的分量。

原 来 最 迫 切 盼 望 过 年 的 人 是 小 时 候 的 我

们，现在却成了爸妈。 春 节 是 难 得 的 一 家 团

圆的时刻，他们早早开始准备过年的各式饭

菜 、 碗 碟 ， 一 丝 不 苟 地 打 扫 家 里 的 每 个 角

落，总在孩子们回家的前一两天把他们的被褥

拿出来晒个遍，让一路奔波的疲惫在太阳余温

里消散⋯⋯

而我们也别总让爸妈等太久，别让家乡的

味道只用来怀念，尤其是在受到新冠病毒疫情

影响的一段时间后，回家团圆，更显珍贵。

虎年腊月里，
家乡的味道更浓了

2022 年 1 月 17 日，北京西站，当天是 2022 年春运首日，返乡旅客走在候车大厅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

2022 年 2 月 14 日，北京站素萍服务组，一位小朋友

在品尝工作人员送上的元宵。 卢舒珺/摄

□ 李瑞璇

生活有时不温柔，而治愈我的，

是那句从小听到大的“回家吃饭”。

第一次对家有深刻理解，是在上

大学的时候。

大一那年，第一次谈恋爱，仿佛

浸 在 蜜 罐 里 ， 那 段 时 间 ， 每 晚 攥 着

接 连 收 到 消 息 而 不 断 震 动 的 手 机 入

眠 ， 我 们 有 说 不 完 的 话 和约定不完

的未来。

不过也许每个初恋都有一个“后

来”，最终我们分开了。分手的那天

晚 上 ， 我 开 启 了 人 生 中 第 一 次 “ 出

走 ”，5 个 小 时 的 高 铁 上 ， 窗 外 的 景

色渐渐暗淡，映出我红肿的眼眶。

泪眼朦胧中，我竟然想的是回家

要吃什么，妈妈竟也机缘巧合地给我

发 来 了 菜 单 ， 看 来 在 想 家 这 件 事 情

上，真的是胃比心诚实。有时候“回

家吧”比“我爱你”更像情话。

一路上，风都是甜的。到家后行

李一丢，热气腾腾的火锅端上桌，我

化悲愤为食欲——先从妈妈专门买的

鲜羊肉开始，用筷子夹住涮一下，带

着热气送进口中，再大喝一口刚从冰

箱里拿出来的带气儿的冰镇可乐。此

刻我精准地总结出一个道理：“没有

什 么 烦 恼 是 回 家 吃 一 顿 饭 解 决 不 了

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看我大口炫肉，姥姥赶紧从冰箱

里拿出一大袋子羊肉卷：“不够还有

啊！”我边吃边点头，如果说回家路

上的期待让我的坏心情消散了一半，

那到家后的这顿火锅已经让我全身暖

洋洋。

一边吃，一边向家人大吐苦水，

仿佛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跑回家告状

的孩子，可怜巴巴梨花带雨地描述我

的伤心之事。妈妈作为我这么多年来

最好的倾听者，默默地听完我添油加

醋的描述，然后拍了拍我的肩：“你

的 人 生 才 刚 刚 开 始 ， 不 用 急 着 下 定

义。”我笑了，此刻所有的不开心都

仿佛丢在了回家的路上，很快我又充

满了电，回去上学了。

“回家吃饭”短短几个字，能让苦苦

的心情变得像夏天的第一口冰激凌般美

好。也许是因为熟悉的家的味道，也许是

因为家人的关怀，在外的风尘仆仆身心

俱 疲 都 演 变 成 了 一 桌 子 热 气 腾 腾 的 饭

菜，暖了冰冷的胃，也驱散了心中的寒。

独属于家的味道就如同拥有魔法，

在我为考试发 愁 、 为 写 论 文 头 痛 、 为

找工作迷茫时，一句“回家吃饭”，就

能 让 我 重 新 充 满 信 心 和 力 量 ， 再 次 回

到战场。

我人生中学会的第一道菜，是妈妈

教我的西红柿炒鸡蛋，别看这道菜食材

简单，但是加上妈妈教的“独特调料和

加工顺序”，就变得独一无二！经过我

十多年的锤炼，现在已经“炉火纯青”

了，不过每次回家吃到妈妈做的那一份

西红柿炒鸡蛋时，还是觉得这是无法复

刻的家的味道。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节目组让家人

悄悄到营房给消防员做饭，消防员们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吃到家里人的饭，一瞬

间热泪盈眶，眼中因感动而凝聚的雾气

或许就是家的温度吧。

也许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味蕾都有记

忆，记录着吃过的酸甜苦辣，而每当回

家就仿佛开启了记忆的闸门，伴随着热

气腾腾的美食和咀嚼的动作，味蕾嗅觉

开始催动大脑读取存档，在那一瞬间一

幕幕与家有关的回忆涌上心头。

也许，回家的意义就是让长大的我

们做回小孩，年少时每天都想自由，想

离开家，现在家却是我在世界上最为牵

挂的地方。

还记得 《麦兜·我和我的妈妈》 里

麦太在麦兜伤心时抱着他说，“全世界

的人不信你，我也会信你；全世界的人

不爱你，我也会爱你。我爱你爱到心肝

里，我信你信到脚趾尾。”

小 时 候 ， 放 学 在 外 面 玩 得 热 火 朝

天，总要妈妈扯着嗓子喊好多遍，才依

依不舍地跟小伙伴道别：“我要回家吃

饭 啦！” 现 在 ， 在 面 对 时 而 “ 硬 梆 梆 ”

的生活时，庆幸自己还能笑着念出那句

咒语：“妈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妈妈喊我回家吃饭”，是拯救糟糕心情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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