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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异国风俗
春节是一股“新鲜劲”

永康城空了，这是穆罕默德对永

康新年的第一感受。2 月 16 日，农历

大年初一，来自摩洛哥的他与妻子一

起在永康过春节。“中国对我来说处处

有惊喜，因为一切都是新的。”

买年货、贴春联、送红包、挂灯笼，

除了这些相同的习俗，中国南方、北方

的新年不尽相同。前几年，他在哈尔滨

过节，北方的新年离不开饺子，这种面

食给他带来的味觉感受是温暖而柔和

的，蒸腾的热气是中国给他的思乡慰

藉。而在永康，红色灯笼遍布街巷，人

们在年三十晚各具特色的年夜饭，让他

感受到安静祥和。“中国的地域文化多

种多样，却能彼此包容，这种多样性无

与伦比。”

他平时最喜欢骑着自行车去金胜

山，与本地人交流也是他的爱好之一，

“永康话的发音非常特殊。”各地千差

万别的方言让他兴趣十足。他说如果

跟同样来自外国的朋友出去玩，只能

去酒吧，而跟本地朋友一起玩，活动就

丰富多了。吃美食、赏美景，每逢节日

他们还会在微信上抢抢红包。

春节的话题离不开“家庭”，相通

的是，在阿拉伯习俗中“家庭”也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过新年也讲究团

圆，换上新衣服，给小孩子送小礼物，

希望他们健康成长。”在浓厚的节日氛

围中，穆罕默德难免产生乡愁。这时

朋友们的陪伴就弥足珍贵。

春节外出，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上

几乎没有人，穆罕默德说在中国这也

是难得的经历，“在马路上畅通无阻，

让我觉得很开心。”而由于他的家乡常

年晴燥，雨天对他而言也十分好玩。

“春节几日的天气既温暖又湿润，对我

来说非常友好。”

事实上，他最喜欢的节日是一周

后的元宵节，“看花灯、吃元宵，正好也

可以去趟方岩逛逛庙会，体味一番民

俗风情。”

对他们来说春节一周左右的假期

不算太长，但除了永康他们还去了中

国其他城市，在他们眼中，春节是一种

包容差异的体验，每个区域都有特色，

每个地方都很新鲜。

新房过新年
已把异乡当故乡

这个春节，对于第一次在新家过

年的“新永康人”马先生和陈女士夫妇

来说，意义非凡。

马先生老家在山东临沂，陈女士

老家在湖北黄冈，在我市工作已经 11

个年头。去年，马先生买的新房子装

修好入住。按照他们老家的风俗，搬

进新房的第一年，春节是一定要在里

面过年的，所以就决定留守过年。

“如果不在新家过年，今年春节我

们全家人都回山东老家和父母、哥哥

团圆的。”马先生说，不过为了在新家

过年，他专门把父母和在深圳工作的

哥哥一家都接过来，在新家里过了第

一个团圆年。

“家人都在这边过年，我就不用匆

匆忙忙赶路了。”马先生说。从事外贸

工作的他，几乎每年春节前后都要去国

外出差。这个春节也不例外，一直到大

年三十才飞回国内。好在全家人都在

来新家过年了，让他省心省力不少。

记者了解到，从刚毕业到现在结

婚生女、事业有成、买房安家，马先生

夫妇在我市都一一实现，真正用自己

的勤奋和努力在异乡安家落户。在他

们心里，已把异乡当故乡。

谈及春节期间不能和老家亲戚互

相走动、互相拜年，陈女士表示打算等

平时假期有空再带孩子回老家看看。

趁着春节放假，他们已把春节假期的行

程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去朋友家拜年，

还准备来一趟说走就走的近途旅游。

春节忙收菜
争做儿女勤劳榜样

17 日，记者在城西新区范宅村附

近的一片菜地看到，青菜、花菜、莴笋

等各种蔬菜长势喜人。一位妇女正忙

着收菜，一位中年男子则忙着装运。

“大过年的，这对夫妻真拼！”一位

路过的大婶不禁为这对夫妇点赞，“他

们还是外地人呢，这拼劲和我们永康

人真像。”记者询问得知，收菜的这名

女子姓黄，云南人，一直靠种菜卖菜为

生。今年是她和丈夫在永康过的第八

个春节。

黄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来到永康

后，就承包了 5 亩菜地，当起了菜农。

起初，种菜、卖菜早出晚归，干得辛苦却

没赚多少钱。可是，她和丈夫还是咬牙

坚持下来了。渐渐的，他们的蔬菜得到

了顾客的认可，回头客也多了起来。

当记者问及春节期间为何不回家

过年反而留永卖菜时，黄女士坦言，蔬

菜上市有时间性，怕晚了蔬菜长菜心

影响销量，另一方面，她在老家还有上

学的女儿和年迈的父母，每个月花销

不小。再加上这两年，儿子和儿媳妇

也在永康工作，所以今年大家就留在

这过年了。黄女士说，从大年三十起，

我们就陆续有聚餐，今天晚上我儿子

和儿媳妇也要来我这吃饭，我早点卖

完菜好回去给他们做饭。”

“在云南老家，这年一般是怎么过

的？”记者话音刚落，黄女士就津津有

味地回味起老家的年味来。她说，在

老家,他们从年初一到年初三除了去

父母家走走，一般都不出门。春节期

间，他们要放鞭炮，还要去给过世的老

人上香、烧纸钱。这两年，永康春节期

间不允许放鞭炮。他们也入乡随俗

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乡也留在永

康过年了，过两天我们打算去老乡那

串门。”黄女士表示，“我们虽然春节不

回老家，不过每年暑假期间都会回去

一趟，那时候菜地里的活少，回家车费

也便宜。而且，在永康这么多年，我们

早已把这当成‘第二故乡’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女士意味深

长地说，他们这样做也是想给儿女们

做个榜样，希望他们以后也能踏踏实

实做事、勤勤恳恳做人，也期待新的一

年生意越做越红火。

保留老家年味
异乡同样温馨十足

“走咯，我们一起出去玩咯。”大年

初一上午，租住在东城街道十里牌村的

张先生开着新买的车，带着父母、老婆

和孩子开始了一天的永康游，首站就来

到经济开发区兰街村和长恬村转悠。

张先生老家在贵州毕节，在我市

打工已经七八年，自从三年前父母也

到我市打工以来，已经连续三年留守

我市过年了。“本来这个春节要回老家

的，但考虑到老大才四岁，老二才五个

月大，回家开车要20多个小时，怕孩子

们身体吃不消，就决定还是留下来过

年。”张先生告诉记者。

“在我们老家，逢年过节总少不了

种种腊味，不仅有腌制或熏制的猪腿，

还有腊肉、腊肠、腊猪蹄等，有了这些

腊味，感觉老年的年味就有了。”张先

生说，虽然春节在永康过年，但他们仍

保留着老家的年味。为了准备腊鱼、

腊肉、腊肠，张先生的妈妈在春节前 20

多天就开始准备着。而大年三十年夜

饭的餐桌上，这些腊味成了也最受一

家人喜欢的美食。

对于没有回老家过年，90 后的张

先生看得很淡。在他眼里，只要一家

人在一起，在哪里过年都一样。张先

生表示，平时工作忙，也没什么时间带

家人出去走走，趁着春节放假，他打算

开车带着家人到永康及周边景区转

转，看看异乡的美景，感受异乡的风土

人情也别有一番味道。

过年不回家
留守赚钱也高兴

老家在武义的林先生夫妇在经济

开发区长恬村经营一家超市已经 12

年。这个春节，对他们来说，是忙碌、

赚钱的黄金期，留守过年依旧是他们

的不二选择。

“其实，从这里开车回家只要几十

分钟，也挺想回去过年的。但一方面春

节生意好，超市需要人手，心里放不下

生意，也没空回老家张罗。每年想来想

去还是没有回去，都是直接把女儿也叫

到这边来过年。”林先生告诉记者，他和

家人早已“以店为家”，连续 12 年的春

节都在营业。即使是在除夕晚上，他们

家的超市还是照常营业不打烊。

“春节期间生意比往常好，前段时

间大都是来备年货的，这几天家里缺

点啥就来买点，买盐、打火机、烟、饮

料、玩具等比较多。等到了年初二，大

家都开始互相拜年走亲戚，来买过年

礼品的比较多，我们也都早早在囤足

了年货。”对于春节期间哪些货物最俏

销，林先生显然经验十足，琳琅满目的

商品将超市“挤”得满满当当。

林先生夫妇坦言，他们是属于不

会生活的人，每到节假日就是最忙的

时候，假期也都没什么时间带孩子出

去玩。亲戚朋友有什么事情，夫妻俩

都是派代表去一个，拜年一般都迟到，

基本过了正月十五才匆匆去走亲戚。

“这两年好多了，女儿大了，可以

代替我们回老家去走亲戚了，这样也

能增进亲戚之间的感情。大家通讯都

很方便，亲友间有什么事情，可以电话

或者微信视频聊天，也就少了不能团

聚见面的遗憾。”林先生说。

□记者 徐敏 章芳敏 俞夏冰
施夏琦

“更三愿，愿年年佳庆，永保团圆。”中国人重视家庭团圆之美，不论是中秋还是春节，都讲究阖家团圆。然而，每年总有一
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留在永康过新年。他们有的是忙着工作的劳动者，有的是在永成家立业的新永康人，有的是有与中
国文化截然不同的外国友人。

独在异乡，春节怎么过出年味？在他们看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就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距离也不再成为距离，在异乡
过年，春节同样精彩，年味都一样浓。

有一种年味叫“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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