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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执自己的苏绣作品，一幅荷
花、一幅翠竹、一幅锦鸡、一幅柿
子，祝大家新的一年和和美美、节节
高升、前程锦绣、万事如意。农历辛
丑牛年春节，江苏省政协常委、国家
级非遗项目 （苏绣） 代表性传承人姚
建萍用苏绣作品，通过视频号给大家
拜年，苏绣文化中的美好期盼与祝
愿，传递出浓郁的年味儿。

而在春节前，姚建萍带领姚绣推出
2021牛年年礼——《牛转乾坤》，将苏
绣文化与生肖相结合，一经推出即受到
热捧。这份非遗年礼以“金牛”和“太
极”为创作主题，融入祥云纹样等吉祥
元素，用精致细腻的苏绣手工艺术，将
时来运转、牛气冲天等美好祝福融入其
中，传递着热烈祥和的牛年祝愿。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活，常常
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
还与节庆文化密切相关。尤其在春节，
非遗文化更是不少人心中的年味儿，是
抹不去的情感记忆。也许很多人不知
道，春节本身就是非遗项目之一。早在
2006年，春节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如今，当非遗“活”起来，年味儿也

渐渐“浓”起来。“春节前，我们正好搬
了新居，我特地到梁平买了一幅年画挂在
客厅。没想到，过年期间受到了亲朋好友
的一致好评，他们都说一进家门就感觉到
了年味儿。”对于重庆姑娘石晶来说，贴
年画是她儿时的春节记忆。小时候，家家
户户贴年画放鞭炮，特别热闹。后来，人
们逐渐不贴年画，买年画也没了去处。如
今，随着人们对非遗文化的重视，梁平年
画也与时俱进，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
不仅过年可以贴在门口，更可以装裱后挂
在家中作为装饰。

非遗“活”起来，互联网还是不可忽
略的平台与媒介。不久前，“95后”非遗
传承人郎佳子彧还原春晚经典作品《吃面
条》和《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面塑作品走
红网络。视频中，郎佳子彧用普通的面
团，将一个个春晚人物表现得惟妙惟肖，
网友们跟随其作品回忆往年春晚精彩瞬间
的同时，更惊叹于面塑艺术的神奇。郎佳
子彧借助互联网的这波操作，为“养在深
闺人不识”的面塑艺术做了最好的宣传。

辞旧迎新之际，应是重拾传统之时。
借助互联网，春节还成为人们了解和参与
非遗活动的契机。在北京市海淀区2021
年“海之春”新春文化季“大礼包”中，
非遗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在39道云
上新春文化“大餐”中，非遗文化活动占
据半壁江山。

作为海淀区新春文化“大礼包”之
一，春节前夕，第四届中国非遗春节联欢
晚会主会场活动在北京市海淀区非遗展示
中心（北馆）线上录制，全国另设有5个
分会场，百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展示传统
技艺的同时，齐聚云端线上拜年。春节期
间，非遗晚会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播出，人
们通过非遗传承人送出的祝福与吉祥，过
了幸福年的同时，非遗也通过春晚穿越中
华大地，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

点开b站“海淀非遗北馆”账号，36条
视频作品均以“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
为主题，除了“非遗春晚”之外，还有“非遗
过大年，海淀云演出”系列、“春节特别节
目”“除夕特别节目”等，京绣、陈氏太极拳、
古琴、皮影等非遗文化表演，让人们在这个
春节重回传统，感受年味儿。

非遗“活”起来 年味“浓”起来
纪娟丽

“《你好，李焕英》太感人了，我‘二
刷’都泪流满面。”

“期待了一年的《唐人街探案3》，终
于能去电影院看了，需要先‘集中复习’
一下前两部的内容。”

“一天刷6部电影，我几乎住在电影
院里了。”

……
今年春节期间，《唐人街探案3》《刺

杀小说家》《你好，李焕英》《侍神令》《新
神榜：哪吒重生》《人潮汹涌》《熊出没·狂
野大陆》7部影片在正月初一集中上映，
就地过年，也让电影成了大家春节7天
假期中畅聊的话题之一。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蛰伏了一年的电
影春节档也是喜报频传：据灯塔实时数
据显示，截至2月17日22时，2021年春
节档电影总票房累计超78亿元，且全部
由国产影片贡献，创造了中国电影春节
档累计票房、观影人次的新纪录，7部春
节档影片票房均超亿元。

当然，牛年春节档电影受到的超高
关注度，其原因之一是处在大家就地过
年的大背景下。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国
家鼓励群众“非必要不流动”，因此春节
假期返乡和外出旅游人数骤减，使得本
来就是节假日娱乐项目之一的观影活
动，更加成为春节期间的“刚需”。所以在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春节档电影
院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影院场次减少、上
座率受限的情况下，电影院依然“一票难
求”，热门场次接近满座。

“今天本来想去看《唐人街探案3》，
但当天的票根本买不到，于是去看了《刺
杀小说家》，也非常好看。”家住河北省邢
台市的天天因为疫情无法回家过年，是

她独自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她选择
了每天看一部电影来丰富假期生活，观影
自然成了她就地过年的新“仪式”。

与天天同样情况的人不在少数，业
内人士表示，看电影已逐渐成为一种“新
年俗”，2021 年的就地过年更是为这个

“新年俗”活动锦上添花。因此，即便是
2D 电影的票价涨到与 3D 电影齐平，也
依然需要至少提前一天才能买到理想场
次的电影票。

电影，作为拥有一条完整、成熟生产线
的产业，院线电影的火爆也在倒逼电影产
业链的升级，对于生产力的需求会更大。因
此，与春节档电影火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影视从业人员的“风雨归家路”。

“回到家，一定要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尤其是暖光灯。”这是大年三十当天，从桂
林某剧组赶回北京过年的常鑫对于就地过
年最深刻的感受，她说这样才能感到家里
的温暖。剧组工作繁忙紧张，本以为过年无
望的她，终于等到了剧组杀青，得以赶回到
北京的出租屋，过个年三十。

“真是切身体会到了‘风尘仆仆’这个
词的含义。”常鑫说，她推辞了朋友的年夜
饭邀请，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条，把出差多日
的衣服洗干净，“素素净净”地迎接新年，算
是她送给自己春节的“仪式感”。

影院的一票难求和从业人员的风雨归
家，都说明我国电影产业呈现快速上升的
趋势。对于观众而言，电影院里的共情共鸣
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互的重要方式，看电
影不仅满足人们的观感体验，同时也是一
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就地过年让看电
影成为今年春节人们文化生活的最佳选择
之一，而刷新纪录的票房成绩，也为这场

“新年俗”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观影“新年俗”
本报记者 李冰洁

正月初二晚上，一曲韵律十足、
板眼分明的京剧曲牌 《夜深沉》 拉开
了中山公园音乐堂“菊坛华章盛世迎
春—京评梆戏曲名家新春演唱会”的
大幕。

在观众和戏迷的一片叫好声中，来
自北京、天津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名家名角悉数盛装上场。北京京剧院一
团团长、张派青衣王蓉蓉为观众献上耳
熟能详的传统戏《状元媒》选段以及脍
炙人口的现代戏《党的女儿》选段，她
表示，“希望给因疫情防控留在北京过
年的朋友们营造欢乐吉祥的文化氛围，
带来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天津评剧
院院长、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则以唱
腔板式丰富、节奏鲜明的评剧现代戏

《黛诺》选段为北京观众送上评剧人独特
的新春祝福。

整场演出在一曲《今日痛饮庆功酒》
中落幕，留下久久不散的余音缭绕。许多
观众在散场后留恋不舍，与演员挥手道
别。不少观众携一家老小举家而来，欢聚
一堂。李先生说：“在正月初二的喜庆日
子里，能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欣赏到高品质
的戏曲名家名段演出，非常难得，丰富了
过年期间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期待来年
再到这里过大年。”

“新春佳节，赏经典大戏作为中华民
族的传统习俗，已成为百姓过年期间必不
可少的文化大餐。”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接受采访时说，“在
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京评梆三

大剧种名家荟萃的戏曲盛会，汇集了各剧
种适合节日氛围的欣赏的经典唱段。在欢
乐喜庆的唱段中，让观众感受具有浓厚地
域特色与民风人情的戏曲文化，在这个原
地过年的春节听乡音、寄乡情，让更多人
体会到何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进而感
受文化的深度和温度。”徐坚表示，音乐
堂今后将继续推行京津冀三地戏曲名家的
演出，推动京津冀大区的文化经济协同繁
荣，弘扬传统文化。

据悉，由于疫情防控，现场售票数量
有限，此场演出在保利票务、中山公园音
乐堂官方央视频、快手、抖音、微博、视
频号六大直播平台进行了同步直播，为不
能到达现场的全国各地观众朋友们同样送
上了“艺术年货”。

听乡音 寄乡情
本报记者 刘圆圆

22月月1515日的香港街头日的香港街头，，十余位身着十余位身着
汉服的年轻人翩翩而至汉服的年轻人翩翩而至，，或执团扇或执团扇，，或撑或撑
纸伞纸伞，，精致精致、、文雅的装扮一亮相文雅的装扮一亮相，，便吸引便吸引
过往路人驻足观看过往路人驻足观看，，不少游人上前合影不少游人上前合影
留念留念。。

原来这是一场香港－世界文化协会原来这是一场香港－世界文化协会
举办的举办的““中西汉风迎辛丑中西汉风迎辛丑””活动活动，，当日正当日正
值正月初四值正月初四，，一些香港年轻人以及居港一些香港年轻人以及居港
外籍人士外籍人士，，身穿汉服来到上环东华三院身穿汉服来到上环东华三院
文武庙参拜文武庙参拜，，祈求香港疫情早日过去祈求香港疫情早日过去。。

同日晚些时候同日晚些时候，，““香港年轻人穿汉服香港年轻人穿汉服
贺新春贺新春””登上微博热搜榜登上微博热搜榜，，消息发布者中消息发布者中
国新闻网官微下方数据显示国新闻网官微下方数据显示，，网友转赞网友转赞
超过超过1111万次万次。。

““汉服真的很好看汉服真的很好看，，满满的中国味满满的中国味！！””
““汉服火起来汉服火起来，，展现的是文化自信展现的是文化自信！！”“”“以以
后有机会我也要穿汉服后有机会我也要穿汉服””…………

一时间一时间，，汉服拜年似乎燃起流行之汉服拜年似乎燃起流行之
势势，，引发不少年轻人的热议和参与引发不少年轻人的热议和参与，，话题话题
热度持续发酵热度持续发酵。。

第二日第二日，，澳门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科技大学等
多位澳门青年多位澳门青年，，又发起了又发起了““澳门年轻人穿澳门年轻人穿
汉服拜年汉服拜年””的新话题的新话题。。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郑开泰我是郑开泰（（音译音译），），来自来自
中国澳门中国澳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澳门大学的李我是澳门大学的李
月月（（音译音译），），来自中国河北来自中国河北。。””身着汉服的身着汉服的

两位青年风华正茂两位青年风华正茂，，站在澳门标志性建站在澳门标志性建
筑大三巴牌坊前筑大三巴牌坊前，，高声向大家拜年高声向大家拜年：：

““20202020实实‘‘鼠鼠’’不易不易，，但我们要相信但我们要相信，，今日今日
短暂的分离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来日更好地相聚是为了来日更好地相聚。。我我
为我的家乡河北加油为我的家乡河北加油，，为我们的祖国中为我们的祖国中
国加油国加油。。20212021，，我们在澳门大三巴我们在澳门大三巴，，祝大祝大
家家‘‘牛牛’’转乾坤转乾坤。。””

在短视频平台在短视频平台，，同样的汉服拜年热同样的汉服拜年热
潮潮，，又以另一种新颖的方式玩转又以另一种新颖的方式玩转。。

““请选择穿越身份请选择穿越身份！！””只见视频中一只见视频中一
个身穿家居睡衣个身穿家居睡衣、、头戴绿色鱼人头套的头戴绿色鱼人头套的
人人，，在选中在选中““公子公子””身份后身份后，，画风突转画风突转。。室室
内幻变室外内幻变室外，，樱花树下落英缤纷樱花树下落英缤纷，，““无厘无厘
头头””少年瞬间化身一袭红装的青年才俊少年瞬间化身一袭红装的青年才俊，，
他拜年贺新春的画面他拜年贺新春的画面，，““秒杀秒杀””到了到了44..55
万的点赞万的点赞。。

““汉服好看汉服好看、、喜庆喜庆，，过中国传统节日过中国传统节日
和穿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和穿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在形式和内涵在形式和内涵
上都高度契合上都高度契合，，这也是汉服现在受年轻这也是汉服现在受年轻
人喜欢的原因之一人喜欢的原因之一，，今年我身边也有不今年我身边也有不
少朋友穿汉服过年少朋友穿汉服过年。。”“”“9090后后””姑娘宋子姑娘宋子
月月，，也是个汉服发烧友也是个汉服发烧友，，她笑称自己是她笑称自己是
20202020年年44月时正式月时正式““入坑入坑””。。

““但说起我对汉服的喜爱但说起我对汉服的喜爱，，可以追溯可以追溯
到第一次看影视古装剧的时候到第一次看影视古装剧的时候。。影视服影视服
装虽然并非汉服装虽然并非汉服，，却在我心里深种了中却在我心里深种了中

国古典美学的概念国古典美学的概念。。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汉服最吸汉服最吸
引我的地方仍是服装本身的优雅华美引我的地方仍是服装本身的优雅华美。。第第
一次穿汉服最直接的感觉是想彻底穿越回一次穿汉服最直接的感觉是想彻底穿越回
古代古代，，对我个人而言对我个人而言，，感觉自己穿汉服比常感觉自己穿汉服比常
服好看服好看。。””宋子月笑着说宋子月笑着说。。经手绘纹饰经手绘纹饰、、裁裁
剪剪、、缝制缝制、、熨烫等工艺熨烫等工艺，，集独特的染集独特的染、、织织、、绣绣
于一身的汉服于一身的汉服，，容纳了真正的中国风容纳了真正的中国风、、东方东方
美学美学，，总是让人看得十分着迷总是让人看得十分着迷。。

““汉服的魅力除了外观的华美汉服的魅力除了外观的华美，，更重要更重要
的在于的在于穿着它时带给人内心的优雅穿着它时带给人内心的优雅、、平和平和
的气韵的气韵。。汉服拜年渐渐在年轻群体中流行汉服拜年渐渐在年轻群体中流行
开来开来，，是我们解读年味儿的另一种方式是我们解读年味儿的另一种方式，，
也是我们向往优秀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向往优秀传统文化的仪式感，，我我
也希望人们在了解汉服文化的时候能内也希望人们在了解汉服文化的时候能内
外兼顾外兼顾，，保留住它最本真的美的一面保留住它最本真的美的一面。。””宋宋
子月说子月说。。

穿“汉服”玩“穿越”“趣”拜年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年二十九，远在湖北宜昌的弟媳对
我说，她告诉女儿小美快过年了，小美
很伤感，说：“奶奶、姑姑和依依姐姐
不在，就不算过年。”

想来，历年过年都是一家人团聚，
这给孩子们留下了团圆的年味儿记忆。
彼时，去年春节年夜饭时拍的那张全家
福，还挂在我女儿依依的书桌前。

心心念念的春节团聚因为疫情而搁
浅，我们只能留京过年。这让孩子们很
失望，其实大人又何尝不是呢。于是，
我和弟媳约定：虽然分隔在北京和湖
北，但是今年年夜饭我们都准时 18：
00开始，通过视频团圆。

虽不在家乡，但年夜饭怎么能少了
家乡味。

好在春节前夕，小姨、弟媳纷纷从
湖北寄来了家乡味道，土鸡、腊鱼、香
肠、糍粑、干笋、菜薹……她们告诉
我：“北京虽然什么都买得到，但家的
味道买不到。”

前几天，同在北京的湖北老乡也特
地送来了自制的湖北鱼糕和米酒，说：

“吃着家乡味，就像回了家。”据她说，
为了这口家乡味，她整整忙活了两天。

这些带着爱和家乡记忆的年货，都
妥妥地存放在我北京家的厨房里。大年
三十下午，我拿出这些食材，一边想象
着家乡年夜饭的样子，一边请教母亲，
制定了年夜饭菜单。

18：00，我们准时开饭。当视频

接通的片刻，孩子们的小脑袋都挤到手机
屏幕前，兴奋地喊叫着。当弟媳用手机展
示着餐桌，看着一道道菜：羊肚菌土鸡
汤、蒸鱼糕、腊肉炒干笋、清炒菜薹……
再看看眼前的餐桌，羊肚菌土鸡汤、蒸鱼
糕、腊肉炒干笋、清炒菜薹……我不禁眼
睛有点湿润，我们没有提前商量，居然做
了同款年夜饭，菜单大同小异。

原来，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对于家乡
年味儿的记忆和迷恋是一样的。

我们隔着屏幕敬酒，说着新年祝愿，
就像每一年年夜饭一样。席间，弟弟指着
手机对小美说：“看，奶奶、姑姑和依依
姐姐都在，我们在一起，就是过年了，对
不对呀？”小美认真地点点头。此时，弟
媳拿起了另一个手机，说：“不能回家，
咱们就在视频中拍一张全家福吧。”屏幕
定格的那一刻，我们团聚了。

正月初二，我们来到同学家拜年。没有想
到的是，午饭时，她家餐桌上也是熟悉的湖北
年味儿，就像我往年在湖北过年时去她家拜
年时的餐桌一样。说着家乡话，吃着家乡味，
我们恍若回到了家乡。听同学说，春节前，她
父母从湖北老家过来，满满的两个大箱子，除
了几件随身穿的衣物，都是湖北味道。

见屏如面，科技把人们的距离拉得如
此之近，我们即使相隔万里，但是心依旧
相连。尝味知年，来自家乡的年味儿记
忆，让我们远在他乡如回故乡，心里有了
归宿与安慰。这个春节，我们虽然没有回
家，但是年味儿不减。

见屏如面 尝味知年
纪娟丽

这
个
年
﹃
真
香
﹄

云 拜 年 、
听乡音、看电
影、穿汉服……
就地过年的人
们似乎更珍视
起那些被遗忘
的仪式感，年
味 儿 反 而 更
浓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