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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了，每每想起您，心就会很痛很痛，每次去
墓地拜祭您，眼里有泪，心里更有泪。您的音容笑
貌，您的谆谆教诲，就浮现在眼前，回荡在耳畔，让
我此生无法忘怀。

3年了，父亲，您离开我们整整3年了，一千多个
日夜，您过得好吗？天堂里没有了病痛的折磨，没有
了尘世的烦忧，您一定会过得开心、快乐。

父亲，这世上最让人痛苦的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
别，不思量，自难忘，每逢节假日家人团聚之时，总
会想起您，没有您的家，不再是一个团圆的家。

父亲，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时，是不是会有预
感。因为以前您一不舒服，就会主动要求去医院，可
最后这次，您已病得很重，但您却瞒着我们说您很
好，并找各种借口推托不去治疗，当我们强行将您送
往医院时，您说这一去恐怕再也回不了家了。

一语成谶，父亲，您仅在医院里住了最后的12
天，就溘然长逝了，留给女儿的是痛苦、伤感和无
奈。最后的日子，我们只能看着您生命之火一点点熄
灭，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那个时候才知道，在
死亡面前，没有灵丹妙药，没有妙手回春，没有起死
回生，对于病入膏肓的您，再高明的医生，再昂贵的
药品都无法挽救您的生命。

父亲，伴随着2012年第一场大雪，您离开了这个

世界，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个冬天真冷，每次去墓
地祭拜您，天冷，心更冷，冷到心底。

父亲，人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河，您给予女儿的
爱，何止是山、是河，是您满腔的心血，是您沉甸甸
的父爱，是您无私的付出和奉献。每每回忆起您给我
们做饭、洗衣、接送孩子，我们生病您嘘寒问暖、关
怀备至的情形，依然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和心中的伤
痛，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父亲，60多年前，为了支援东北教育，您从遥远
的中原河南来到了天寒地冻的东北，您从18岁风华正
茂的年龄，工作生活到您离开这个世界，尽管您对故
土万分留恋、念念不忘，但东北这片沃土却让您在此
生根、开花、结果，尽管您多次想要回故乡生活和工
作，但终因家庭的拖累和那个年代人员流动不畅而没
能如愿。我知道，远离故土，是您这一生最大的憾
事，您曾希望百年之后能回故土安葬，但这愿望真的
无法做到，因为这里有母亲、有我们，我们不能让您
孤零零一个人回去。

父亲，您养育了我们4个女儿，并把我们培养成
人，为了我们，您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从我1979年考
学，到小妹1990年上大学，10多年的时间，您每天
晚上陪着我们一起学习，您屋里的灯从没比我们早关
过，即使家里有了电视，您和母亲也只是看看新闻联

播。10多年的时间，您和母亲经营着我们这个不富裕
的家，忍受着夜晚的寂寞，承受着女儿学习的压力，
把我们每个人都送到了高等学府，今天，我们都有着
各自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可您却已离我们远去，怎
不叫女儿心痛和难受。

父亲，您是聪明人，您用自己的奋斗和不懈的追
求，从一个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的普通教师
走上了人生事业的顶峰，您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是无法
用语言描述的，曾和您一起工作或得到过您关心帮助
过的同事说起您，都对您的才华和勤勉赞不绝口。您
的文章常见诸报端，直到您再也写不动为止。可到了
晚年，您却相信电视报刊里的治疗养生广告，那几
年，正是这类广告猖獗之时，您购买、邮购大量不知
出处的药品和保健品，背着我们偷偷的吃，尽管我们
多次规劝，也曾为此送您紧急就医，可您怎么也不听
劝。我始终认为，是假药害死了您，以您治疗的效
果，您还应再活几年。我无意责怪您，只是恨自己为
什么不能强行阻止您，不能狠下心来管住您，让您多
陪我们些时日，让我们的家多团圆几年。

父亲，时时会想起您，也希望能梦到您，可您是
对女儿无比放心吗？从不在女儿梦里出现，多想再听
到您用浓重的河南话说出的“孩儿”，多想再吃一顿您
包的饺子、做的菜。

父亲，家里一切都好，母亲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我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工作着，您的重外孙女已经2
岁了，我们家已是后继有人了。

父亲，日落月升，冬去春来，新的一年又开始
了，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这个家还会团聚的。

父亲，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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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对联、贴窗花、放鞭炮、包饺子……
以往，浓浓的春节气氛在一个个传统年俗
中氤氲开来。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
日，春节成为彰显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重
要窗口。而时过境迁，贴门神、贴窗花等以
前必备的春节装饰现已越来越少人问津。
传统的手写春联被千篇一律、批量生产的
新春联代替，不少节日祈福仪式，如点天
灯、祭灶节，继承者寡。年味变淡是不少人
的共同感受。

年味变淡，有一定的必然性。传统年
俗是农耕时代的产物，随着生产力提高，
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日益丰富，习俗也
因之变化。举例来说，当电视还是稀罕物
时，贴对联、贴窗花、放鞭炮、领压岁钱都
是除夕必不可少的项目，而物质条件丰富
了，老传统便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其次，以
往中国传统社会交往的差序格局逐步瓦
解，传统济济一堂、热热闹闹的家族生活
被三口之家、五口之家等家庭模式取代，
邻里间的迎来送往也逐渐被冷落。再者，
互联网革新了人际交往模式。网络拜年让
足不出户传情达意成为多数人首选。从某
种意义上说，年俗的改变是社会发展的一
种必然。

然而，年俗变了，并不意味着年味变
淡。不少传统年俗夹杂着一些与现代人的
生活、理念不太相容的东西，一些繁文缛
节甚至于夹杂封建迷信的年俗逝去也无
妨。虽然不少传统年俗渐行渐远，但过年
的味道并未变淡。年味的内涵，并不只是
寄托在民俗这些礼仪形式上，更在合家团
圆、和和美美的情感归宿中。可以看到，其

“合家欢”的精神内核在当下仍代代相传。
每到春节，浩浩荡荡的归家队伍足以证明
年味未淡。过年回家、看看爸妈，一家其乐

融融围坐一起，仍然是今天没有过时的“年味”。底蕴深厚
且独具特色的春节仍是国人心中最具分量的节日。一些
年俗消失了，虽有惋惜，但新的年俗也会渐渐形成，比如
春节旅游、短信拜年，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也是给“年
味”增添了一些时代特点吗？只要这种感情归宿还在，即
便表现的方式或有不同，“年味”升级个“2.0版”也并无大
碍。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必为了年俗的改变而过于忧心，
即使年俗时时在变，年味却代代相传。 （陈小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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