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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如果你问一位年轻人“新年
准备怎么过”，大概率都会听到“一边
看春晚，一边听七大姑八大姨聊天”；
而近年来，越来越多“95后”“00后”成
了家里的“过年主理人”。记者采访发
现，除了此前流行的找个“搭子”去旅
行过年之外，今年尤为突出的转变是，
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希望寻回春节的仪
式感：有人拿出熬夜做 PPT 的劲头，
只为张罗一台“家庭春晚”；有人提前
组织全家春节大合影；更有人备好了
漂亮的新春汉服，并写好了专属于年
轻一代的率性春联……在此转变下，
长辈们自然乐得轻松，他们欢喜地发
现自家“大孩子”不仅成熟了，却依然
青春有活力，保持着对传统年俗的热
爱。

“率性”对联贴门口：秀出蓬勃朝
气与美好憧憬

谈到春节，“00后”小晴首先想起
的就是红彤彤的春联。往年春节，她
爷爷都会带她到商店里挑选春联。“卖
春联的店里每一面墙都挂满了各式各
样的对联，一走进去年味就扑面而
来。”

每年春节前贴好春联，也象征着
许下了对来年生活的美好祈盼。小晴
告诉记者，各类春联承载着不同的寓
意，因而春联的选取也需要严谨、认
真。“我爷爷对春联很讲究。家门口得
贴祈福类的对联，工厂、商店就要贴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这类对联。”
亮眼的春联不仅是年味的传承，

如今也秀出了年轻人昂扬蓬勃的朝
气。当年轻人开始主理过年，他们会
自己提笔写下专属于新一代的时尚对
联，比如将“有钱有文化，没胖没烦
恼”“哈哈哈”“666”“发发发”贴在家
门口，对联中英文单词、化学元素、图
像表情符号等纷纷亮相，各种网络用
语、“谐音梗”层出不穷，让人们不禁感

慨“一看对联就知道里面住的是年轻
人”。在这些对联中，“直白”的愿望取
代了含蓄的期盼，年轻人的锐气与率
性也跟着春联一同展开。

小晴坦言，最初看到这些“新型对
联”时，自己简直“大开眼界”。“但我很
快就接受了。这其实同样是一种对新
年的憧憬与寄托，不过年轻人的语言
更直白，形式更丰富。”在她看来，尽管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写春联不符合传
统，但过年其实不必完全照着既定的

“模板”来，最重要的还是一家人团团
圆圆，开开心心。“所谓‘年轻人整顿春
节’，其实也是在变迁的价值观中摸索
让大家开心过年的新方式。”

寻找“过年搭子”：在短暂陪伴中
收获轻松自由

新春佳节走亲戚也是传统年俗之
一。很多老一辈都是“积极分子”，他
们每年都会带着家中的小辈，拎起备
好的年货礼品，一大早就来到亲戚家
中拜年，聊起家长里短。而近年来一
些年轻人在过年被亲戚“过度关怀”而
遭遇尴尬后，他们纷纷希望春节的亲
戚社交能够保持一定“边界感”。这种
对清晰社交边界的渴求也促使“搭子
文化”逐渐走红。近年来，“饭搭子”

“旅游搭子”“考研搭子”等称呼席卷了
年轻人的社交圈。

秉持着“万物皆可搭”的理念，年
轻人如今同样在寻找“过年搭子”——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关键词，记者便看
到不少年轻人在寻找一起吃年夜饭或
是春节旅游的“搭子”。

欣欣曾两次与网络上寻找的“搭
子”结伴旅行。“她给我拍照，我来做具
体的旅行计划。旅途中我们相处得很
愉快，但在旅行结束后也没有太多交
流。”在欣欣看来，“搭子”是一种精准、
短暂的陪伴，能够满足年轻人在某一
特定场景下的需求。而“过年搭子”也

是如此，年轻人会在帖子中明确提出
对“过年搭子”的一些要求，比如年龄、
性别和性格，同时还会罗列出春节期
间的计划安排，如邀请“搭子”一起逛
花市、打麻将、遛狗遛猫等。

欣欣表示，年轻人会更加向往有
社交上的“边界感”，寻求个人爱好与
需求相匹配的人际关系。“过年搭子”
实则是当代年轻人在人际交往中追求
轻松、自由的一种体现。

从“逃避”到“主动融入”：在传统
年俗中获得力量

作为出生在上一个龙年的“00
后”，潘潘对即将到来的龙年春节早就
有了诸多计划。“小时候对过年的传统
仪式觉得无所谓甚至嫌麻烦，但离开
故乡工作后，却特别怀念童年时的春
节，放假了就想回家好好过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已经在网
上买了一个‘巨龙腾飞’装饰品，准备
把家里好好装点一番。”潘潘说，“办年
货是很重要的新年仪式感，我必须要
在播放着《恭喜发财》的超市里跟爸妈
一起慢慢逛，买上满满一车的年货，这
才是对的感觉。”

此外，潘潘还找了一家影楼，打算
叫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等一起去拍
全家福。“听说今年老家那边会有一个
百人的舞龙活动，到时候我也要去参
加。”她告诉记者，可能听上去觉得不
可思议，但现在热心参加这种传统年
俗仪式的好多都是“00 后”。去年春
节，潘潘还和朋友们一起去放了孔明
灯。“只要年轻人觉得好玩、热闹、喜
庆，就会去参加。”

记者采访发现，在醒狮、花市等年
俗活动中，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参与其中。“大家是希望从中找到‘根’
的感觉，从这种集体的欢腾中获得力
量。”潘潘说，这些年生活节奏变快，年
味却似乎变淡了，而年轻人从曾经的

“逃避”到“主动融入”，实际上也是希
望从家庭中获得长久、稳定的亲密感。

穿汉服逛花市：古典美学为新春
增添更多年味

临近春节，“95后”街舞老师Coco
提前备好了红白配色的新年汉服。今
年她也给爸妈准备了汉服，期待着全
家一起穿汉服逛花市、拍照。她向记
者展示了自己漂亮、整齐的盘发，头发
上还有非常漂亮的各种珠子、花朵
等。“能够在喜庆的日子里穿着汉服，

尽情地穿着打扮，对我来说就是新年
的味道。”

同样热爱汉服文化的年轻人嘉
鸿、卡卡和阿夜都在广州从事餐饮行
业，他们也已经备好了明朝风格的汉
服，准备参加 2 月 4 日开幕的广州园
林博览会。卡卡说：“不管是哪个朝
代的汉服，都会有一条中缝，这就是
儒 家 传 统 文 化 讲 求 的‘ 做 人 要 中
正’。我们喜欢穿汉服，尤其是在春
节这么隆重、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更
希望能穿着汉服上街，给春节增添更
多的年味。”

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监事江琪
敏介绍，“穿汉服逛花市”已渐渐成为
广州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
多年轻人身着色彩斑斓的汉服在花市
中穿梭，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中表达自
己对新一年的期盼。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加入到这一活动中，汉服也成
为连接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独特文化
桥梁。“汉服的古典魅力与春节隆重、
喜悦的气氛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独
特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不仅为参与
者提供了一次深刻的文化体验，也彰
显着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和对中华
文化深厚底蕴的探索和尊重。”

组织“家庭春晚”：为家族增添过
年的仪式感

“今年过年，我会组织全家人搞一
台‘家庭春晚’，还要拍成Vlog发到家
族大群去，让在外不能回家过年的亲
人们也欣赏到。”28 岁的陈琳对记者
说。陈琳在广州某外企上班，组织年
会是她每年年底的重要工作，因此从
创意到组织，搞一台“家庭春晚”对她
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以往每年春节她
都只想好好歇歇，但今年她觉得应该
要为这个大家庭“做点什么”。

“我老家在山东威海，亲人们平时
分散在好多地方，伯伯一家在北京，我
在广州，姑姑一家都去了国外，能聚在
一起不容易，一定要留下美好的纪念，
今年要把每一分钟当成两分钟来过。”
陈琳介绍，在她的“节目单”上，不仅有
表哥的小提琴演奏、有伯父伯母的情
歌对唱、小侄子的武术表演，还有全家
一起参与的“兔子舞”。“有时候形式确
实大于内容，我越来越觉得过年的仪
式感很重要，能为这份仪式感作出自
己的贡献，我觉得很开心。”

来源：《广 州日报》

或自由率性、或回归传统 年轻人主理下的“花式”春节

年轻人写的个性对联

龙年春节到来之际，不少年轻人身着汉服准备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