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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过年，收到快递小哥送来的年
货要比往年的多些。我想这主要得益于
快递行业的兴旺发达。过去寄张贺年片，
如今寄点土特产，反正寄也是寄嘛，再加
上疫情原因，大家也懒得像旧时过年那
样，拎个点心匣子相互登门拜访了。仔细
想想，在这年味越来越淡的今天，这种送
礼的过年习俗，还留存着充满人情味儿
的温度。

对于我这个退休的老人，送礼的人
只有两类，一是硕果仅存的不多的好友，
二是经济条件稍好的学生。北方的，十有
八九是大米羊肉；南方的，十有八九是香
肠腊味；山里的，捎来点黄花、木耳、香
菇；海边的，邮来些虾米、咸鱼、干蛎。

我有个香港的大姐，在广东东莞的
乡下托农民养了好几头土猪，每年过年
时肥了宰了，自己再做成了广式香肠，都
会快递给我一份，好吃得不得了。我还有
个黑龙江的兄弟，前些时候也快递来了
东北的红肠，蒜味的，我也喜欢，收到后
当即一口气就空口吃了一根半，结果吃
多了，在后面两天里一闻到蒜味就受不
了。

在所有的年货中，有一小包手工制
的花生糖块、一小袋油炸果子，十来块棉
纸包的云片糕，是从苏北乡下寄来的。是
带我孙儿一岁到三岁的远房亲戚婷婷寄
来的。孙儿小八一叫婷婷姑姑，姑姑其实
与我闺女同岁。去年孙儿上幼儿园了，她
便回苏北乡下去了。她知道我爱吃那种
很乡土气的花生糖块，便给我捎来过几
次。我常常对着糖块会想，她与我闺女同
岁呢，一样的聪慧勤劳呢，却生活在不同
的环境里，享受着不同的生活质量，那时
那刻，心里总会有一些隐隐作痛。

过年了，我咀嚼着年货带给我的浓
烈情意，也反省着自己对生活点点滴滴
的歉疚，张望起遥远的云天，思念着苦恋
在那片云天下的所有亲人。

二

今天是腊月二十六，从今天开始，就
是真正地进入过年的倒计时了。

按古人过年的规矩，今天是要杀猪
割肉的，要开始置办年货了，那些糖果点
心烟酒鱼肉鞭炮什么的，以及走亲访友
用的礼品，一样都不能少。还要洗床单窗
帘，尤其要洗澡，洗掉一年的晦气。因为
古人不是天天洗澡的，当然，现在很多缺
水的地方也是难得洗澡的。

最近网上有一贺年视频，是一群或
穿兔子服装或戴兔头帽子的卡通孩子，
在欢乐的音乐声中手执着各式各样的吉
祥物蹦跳着舞蹈着。那些吉祥物里有不
尽相同的灯笼风车剪纸乐器甚至还有冰
糖葫芦，当然少不了的是“行草隶篆楷”
五种字体的“福”字。整个视频喜兴得不
得了！然而喜兴之余，突然发现在那火树
银花的背景里没有烟花的绚烂；在那混
合了“过年了”欢呼的音乐中，也听不到
令人销魂的鞭炮声。

过年了，顾名思义，就是要把这个

“年”过过去。古人嘴里的“年”，并非日
子，而是传说是一种头长尖角，凶猛异常
的鬼怪。每到除夕，它都会从大海里爬上
岸来吞食人畜。毛泽东说过，“哪里有压
迫哪里就有反抗”，苦难的百姓在抗争中
逐渐发现了这鬼怪最惧红色，怕声响，于
是家家户户会在除夕这天，在家门口贴
上红彤彤的对联，在家门外燃放起震天
的鞭炮，以此驱赶鬼怪。

如今鬼怪来了，怎么办？哈哈哈哈！
如今哪有什么鬼怪？即便有，我们也不
怕！我们已不再用鞭炮驱赶，而是完全可
以用真枪真炮迎头而战！

这些年来，我家遵从禁放规定，鞭炮
是不放了。但年年会挂红灯笼。在所有过
年的红物中，包括红包，我最喜欢的还是
红灯笼。我以为红灯笼是一种意象，能激
发我的诗情画意，能陶冶我的情怀心绪，
尤其是在冷酷的冰天雪地里，仰望着挂
在自家门前的红灯笼，我会感受到温暖，
感受到吉祥，我能望见故乡，望见母亲。

三

如果有人要问，过年最重要的是什
么？掰开指头数来数去，估计还得是

“吃”。不是有话“民以食为天”吗？天底
下，再没有比天更大的事了吧？再赶上如
今过年的过法越来越少了，掰开手指再
数数，恐怕也只有说是吃，才最重要了。

我山东的好友老安知道我家阿姨过
年回老家了，便让她好友的餐馆做好了
年夜饭给我送来。菜品都是我点的胶东
口味的家常菜，凉菜有白菜拌海米、洋葱
拌海螺；热菜有韭菜炒海肠、蘑菇煎带
子、红烧大带鱼、砂锅炖萝卜等四碟八盘
的美味。确实是太丰盛了，当晩没吃完。

昨天大年初一，一大早孩子们出门
玩了，中午我与太太两人便热了热头晚
的剩饭菜。我用砂锅炖萝卜里的鲍汁泡
了剩饭，一连吃了两碗，好吃得左脚打右
脚，而那萝卜经过了鲍汁一夜的浸泡，味
道更加浓美，同样好吃得右脚打左脚。

过年也吃剩饭剩菜，绝不是为了节
约，也不是买不起新的，而是我和太太都
觉得我家的生活，我们家过的日子，就应
该是这样。

我是在吃剩饭菜的岁月里长大的。
小时候，哪怕是剩了一碗菜汤，母亲也要
留下来第二天再做成菜泡饭。小时候家
在桂林，桂林的夏天热得很呢，那时候也
没有冰箱，当然也不知道什么是冰箱，母
亲就会把剩饭菜浸在一盆凉水上隔夜。
即使有点馊了，父母也舍不得倒掉，还会
调侃说，那些霉豆腐、臭鳜鱼不都是在

“馊”了后，发现还能吃的吗？
我当然知道剩饭剩菜里的亚硝酸盐

会对身体有害，但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
么我会如此的坚持这“陋习”。我还喜欢
餐后的打包。每当出席一场盛宴，我都会
对那餐桌上剩下的美味佳肴流露出弃之
可惜的回眸。

我想我这一辈子是改不掉这个“陋
习”的了。因为我知道这是生活年代的烙
印，是父母慈悲的教诲，更是我修身自我
的使然。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过日子吧。
自知之明，不羡慕，不攀比，知苦难，

知满足，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四

初七，今天早上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是我儿时从母亲口中听到的“摇篮曲”。
歌词记得是这样的：“天上旭日初升，湖
面好风和顺，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
做我们的营生。手把网儿张，眼把鱼儿
等，一家的温饱，就靠这早晨。男的不洗
脸，女的不搽粉，大家各自找前程。不管
是夏是冬，不管是秋是春，摇荡着渔船，
摇荡着渔船，做我们的营生。”

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红遍大江
南北的周璇唱的歌。记得大凡母亲心情
好的时候，就会哼唱起它。印象最深的是
我在记事后问起过母亲，什么叫“营生”
呀？母亲说，营生就是讨生活，去劳动工
作，赚钱养家糊口。

多么朴素、朴实、朴简的歌曲啊！
男的顾不得洗脸，女的来不及搽粉，就
得起早贪黑地去讨生活了。多么栩栩如
生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啊！不管春夏秋
冬，家家户户都要也都在各自寻找前
程。这是一首能感动自己，温暖别人的
歌曲啊！

此歌名叫《渔家女》，是写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的陈钢的父亲陈
歌辛写的。陈歌辛在新中国成立前，写过
很多名曲，如《蔷薇蔷薇处处开》《夜上
海》等。1957年后，从上海迁往了安徽农
场，不久就去世了，年仅40来岁。

性情之下，我去百度上搜听了这首歌，
听了周璇唱的，听了奚秀兰唱的，还听了任
桂珍唱的，也听了现时的女声二重唱。在她
们的歌声中，让我仿佛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又重温了孩提的欢乐，不胜唏嘘。

大年初七，是大年后第一个上班族
工作的日子，“一家的温饱就靠这早晨”，
大家都在“摇荡着渔船”，去做自己的“营
生”了。

心里虽有一种淡淡的酸辛滋味，但
很飘逸，很平静。

深深地祝福为了幸福的温饱而工作
的上班族们！

轻轻地问一声，大家早上好！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中国·东盟艺术
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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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动物考古学家。按照动物考
古学的研究，到现在为止，在已经发表
的全国三百余处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
研究结果中，发现出土兔子遗存的遗
址有将近八十处，虽然还不到出土动
物遗存的遗址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
从地域范围看，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和
西藏，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在全国
范围内大都分布有出土兔子的遗址。
从时间跨度看，大多数遗址主要集中
在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夏商周时期和
汉代。除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洛庄
汉墓发现的兔子数量较多之外，其他
遗址中发现兔子骨骼的数量极少。这
可能是因为当时捕获的兔子数量不
多，加之兔子的骨骼纤细，尺寸较小，
古人在食用兔子肉后，将骨骼随意废
弃，这些骨骼很容易在埋藏环境中遭
到破坏，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兔子基本都是家
兔，关于中国的家兔是如何出现的，目
前学术界的观点还不一致。以往有的
学者认为是由本土已经灭绝的野生穴
兔驯化而来，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先秦
时期通过中西交通从外部引入穴兔，
然后驯化成功的。尽管存在土生土长
与外部引入这两种观点的截然对立，
但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在中国
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家兔。近年来，又有
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兔子
是旷兔，这种兔子是不能被驯化的。约
在明代中期，从欧洲引入由穴兔驯化
而来的家兔，这种家兔在中国境内的

大规模传播以及地方品种的早期形成
发生于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段。西方的
动物考古学家已经厘清了最早的家兔
起源于欧洲的发展历程，在史前时代，
穴兔的分布范围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
和法国南部，从历史时期开始，在人类
主导下，生活在法国南部的穴兔种群
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非洲、
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家兔的驯化开始
于中世纪，最晚到16世纪，家兔的驯
化终于完成。由于中国的考古遗址中
没有发现过穴兔的证据。因此，上面提
到的约在明代中期，从欧洲引入由穴
兔驯化而来的家兔这个观点是可信

的。我们希望今后的考古发掘能够为探
讨家兔何时出现及如何扩展的问题提供
更加丰富的资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兔
子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迄今为止发现的与兔子相关的文物中
比较典型的如山西省曲村镇晋侯墓地8号
墓出土的青铜兔尊。铜兔头微伸，双目圆
睁，两耳紧贴脊背，四肢弯曲，呈跃跃欲试
状，尾巴短小，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
圆形的火纹和雷纹，以兔形为尊的器形，在
青铜器中尚属首次。另外，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玉嵌宝石卧兔系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作
品。玉兔是和田青玉，含有白脑，属立体圆
雕。兔头微俯，耳朵后伸，与脊背相连，眼嵌
彩色宝石，口衔灵芝，灵芝上嵌各种颜色的
宝石八颗，兔身伏卧，四足弯曲向前，前脚
呈抱合状，背部、双耳处有数道阴刻线刻画
出毛绒质感，形状乖巧温顺。

在《诗经》中有一些讲到兔子的诗
篇。如赞美武士的《周南·兔置》中有“肃
肃兔罝，椓之丁丁……肃肃兔罝，施于中
逵……肃肃兔罝，施于中林。”描述了在
广阔的原野上和林木茂盛的地方，设置
网眼很密的兔网，准备捕捉兔子的场景。
在没落贵族感叹生不逢时的《王风·兔爰》
中有“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描述兔子走
起来悠然自得，野鸡却被罩入网罗。在痛
伤国君听信谗言招致祸乱的《小雅·巧言》
中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描述狡猾的
兔子跳跃奔跑，遇到猎狗就无处逃窜。

著名的成语狡兔三窟，来自《战国策·
齐策四》。孟尝君被齐闵王辞退后，回到封
地薛，门客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有三

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
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冯谖为了给孟
尝君建立三重保险，先是游说魏国，说动
魏国请孟尝君为相，这样促使齐闵王向孟
尝君赔罪，重新请回孟尝君为相，另外，又
把国家的祭器和宗庙都放在薛地。这样，
孟尝君有了魏国对他的信任、在齐国为相
及把国家的祭器和宗庙放在薛地这样三
重保险，平安为相数十年。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
总集《楚辞》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和政
治家屈原所作，其中有一篇《天问》，提到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文学作品
中首次提到月亮中的兔子。按照中国古
代的神话传说，玉兔又称月兔，是神兽，
居住在月球的月宫里，是负责捣药的仙
兔。讲到月宫，必然联想到西汉皇族淮南
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其中记载
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偷吃了丈夫羿
从西王母那里要来的不死药，就飞进月
宫。嫦娥奔月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
卫填海那样，成为中华民族美丽的神话
故事，代代相传至今。

我们将目光转到现代，继“嫦娥一号”
和“嫦娥二号”这两颗人造卫星相继成功
发射升空后，中国科学家又成功将“嫦娥
三号”探测器送入轨道。此后，中国首辆月
球车“玉兔号”巡视器顺利驶抵月球表面。

“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
旅程，第二辆月球车“玉兔二号”巡视器顺
利到达月球表面。“嫦娥五号”，实现了中
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助力月球成
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究，继续为探讨
月球的奥秘作出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2000 多年前中国古代先哲就开始
思考月亮和兔子。今天，我们的科学家在
现代空间科学技术上贴上中国古代美丽
的传统故事的标记，让人情不自禁地感
叹我们祖先深邃的思想和浪漫的想象力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荣光。

（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

兔 年 说 兔
袁 靖

2022的壬寅年过去，2023的癸
卯年到来。春节，这是辞旧迎新的时
刻，也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一年充满希
望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对于中国人
来说，40年来就有一个约定：一场春
晚伴随我们跨年，也伴随我们走向新
的未来。春晚到今天已经举办了40
个年头。这40年来的陪伴，既是一份
承诺，也是一份感情。春晚的陪伴，为
千家万户的跨年夜添加了美好的色
彩，也为这个社会添加了活力。回顾
这场春晚也是让人难忘的。

2023年的春晚把春的气息带给
了大家，也激励人们告别过往，开启
新的生活。这是一台能够让这个春节
充满了光彩的晚会，也是一台有意
境、有趣味、有力量的晚会，它让人在
乐观的感受中告别过去，也让人对于
未来充满了希望和遐想，让社会能够
从中获得鼓舞和力量。过往正在远
去，而新的美好生活正在展开。

今年的春晚真正回应了时代的
主题，开场的大合唱《花开种花家》
就把繁花盛开、前程似锦的形象传
递给人们。新的一年的新的期待和
新的愿望在这热烈而美好的歌声中
展开。告别了不容易但也有了许多
进展的2022，2023的好前景正在人
们的面前呈现，时代奋进昂扬的主
题，不惧挑战追求美好未来的主旨，
都得到了张扬。节目始终抓住了时
代的脉动，观察到了社会发展的新
趋势，为社会鼓舞精神，传递信心。

无论是歌曲《开饭，开FUN》或是
《你好陌生人》《绿水青山》《是妈妈
是女儿》，还是小品《初见照相馆》
《上热搜了》《对视五十秒》，都是希
望对美好生活的感受能够得到更多
的传递。歌曲的抒情紧扣时代，传递
了当下生活中的主题。而这三个小
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家庭关
系出发，表现了对于美好和谐的家
庭生活的希望，而这种期望，也能够
和互联网等新的发展相互结合。而
小品《马上到》和歌曲《小哥》则把深
刻影响人们生活的新的业态呈现出

来，让人们感受到这些新业态的价值
和其中从业人员的辛劳和贡献。慷慨
大气的歌曲《远征》唱出了走向更高目
标更远路途的中国的愿景，而合唱《早
安阳光》和《跟往事干了好几杯》等则
抚慰人们的心灵，让普通人在感受美
好和温馨中得到精神的升华。小品
《坑》则切中时弊，把不作为的人用有
趣的方式做了批评，也能够应和人们
的心情和社会的要求。晚会的形式也
非常多样，一些节目吸取了近年来具
有影响力的新形态，如“脱口秀”代表
演员在春晚舞台上展示，也是有意思
的尝试。而《我和我的春晚》则用短视
频“微电影”的方式来回顾春晚的历
史，让普通人展现和春晚的精神联系，
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和中国人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晚会的突出特色是对于中华文化
精神和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是我
们的文化血脉，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
内在力量。晚会的节目注重中华文明
的传承和东方美学追求的展现，始终
追求文化的精神传递，文明的力量延
绵，文脉的境界展开。无论沉雄恢宏的

以汉代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为灵
感源泉的《锦绣》，或是刚健英武的武
术表演《演武》或是杂技《龙耀神州》都
体现了中国文化“积健为雄”的雄壮豪
放美学；而江南风韵徐徐展开的《碇步
桥》或是以中国色彩为中心的《满庭
芳·国色》则展示了“落花无言”般的优
雅飘逸趣味；这些表达都是把传统美
学的当代表现作为追求，展现了中国
的情怀和意蕴。戏曲表演《华彩梨园》
则荟萃不同风格的戏曲，让戏曲艺术
在春晚舞台上得到展现。在春晚的舞
台上，感受中国文脉的力量，体验中
国之美、东方之美，正是能够召唤那
种延绵至今的文明之光，让今天和历
史相互映照连接，让我们能够在美的
享受中获得感悟，在传统的精神体会
中意识到文化的源远流长。

春晚经历了40年，仍然是中国人
在春节时不可或缺的过年的陪伴，
2023 年的春晚是让春节充满了光彩
的，而未来则是充满希望的，从这里
开始，我们会更好地向未来进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

癸卯春晚：

让春节充满光彩
张颐武

“过年好”，

“愿你前‘兔’灿烂”，

“拥有最好的幸福”，

“种花家万紫千红总是春”……

去年忧喜昨夜过，

万户良愿今朝来。

癸卯年的第一缕光，

照在中华大地，

照进每个人的心里，

照见未来的光荣与梦想。

这就是年的味道，

这就是春的意义。

迎春花开枯枝泛绿，

花苞跃枝星点绽放，

风柔雨润灯火可亲，

身心轻快花如人面。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

去感受去拥抱吧！

花，开在我们心上，

春，绽放熙攘人间。

美好就在那，

希望就在那。

一切已经重启，

大地焕然新生。

暖阳当照何畏荆棘，

否极泰来神州安康。

花开了，春来了，

让我们相逢在，

融融的春光里，

发芽、茁壮、向上，

点亮生机勃勃的世界！

（作者系十一、十二、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

春来了
朱奕龙

还沉浸在还沉浸在20232023年大年三十的欢笑声中年大年三十的欢笑声中，，耳边萦绕着耳边萦绕着““阖家幸福阖家幸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的拜年祝的拜年祝
福声福声，，人们已经逐渐踏上各自的新征程人们已经逐渐踏上各自的新征程，，开启新的一年开启新的一年。。今年的春节你们是怎么过的今年的春节你们是怎么过的？？春晚春晚
好看吗好看吗？？中国的兔年有什么寓意中国的兔年有什么寓意？？春天春天，，我们有什么期待我们有什么期待？？本期副刊请著名歌唱家郁钧剑本期副刊请著名歌唱家郁钧剑、、
著名学者张颐武著名学者张颐武、、著名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著名动物考古学家袁靖、、中国侨联主席朱奕龙等撰文中国侨联主席朱奕龙等撰文，，让我们从他们的文让我们从他们的文
字里一起感受中国的新年字里一起感受中国的新年！！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

郁钧剑

袁 靖

委员委员委员 笔记笔记

张颐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