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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清晨，當人們睡眼惺

忪地從被窩爬起來時，有一

群人，他們早已坐在辦公桌

前，開始了春節加班；家門口

前，當人們把火紅的春聯高高貼

起時，有一群人，只能獨自捧 一

碗餃子，心念家鄉⋯⋯在北京，有

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或因事業、或

因學業，不能返鄉與家人團聚共度

春節，但是他們並不孤單，京城濃

濃的年味和朋友們的熱情，成為了

這些「北漂族」、「留校族」新年最

好的禮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茜婷、劉坤領北京報道

北漂族 留校族
首都年味濃郁 朋友師長熱情

系列之二

過 年

農曆新年來臨，京城大街小巷已被各式花
燈、彩旗裝點一新，雖然大部分外地人

紛紛離京回家過年，但仍有小部分的「北漂族」
堅守崗位。一位資深「北漂」告訴記者，每到
年底時，北京街道上的車輛越來越少，租住的
小區裡人越來越少，這幾天，自己走在天橋
上，看見平日裡異常擁堵的西直門橋空蕩蕩
時，心裡竟有些落寞和淡淡憂傷。

與友逛廟會 感節日喜悅
小雨，在京打工兩年多的軟件公司職員，也

是留京過年的「北漂族」，她說，由於工作原
因，這已是她連續兩年在北京過春節了，雖然
不能和家人團圓，但和朋友們一起貼春聯、煮
餃子、看春晚，也能夠感受到過年的喜悅。
年初一，小雨和朋友們到石景山公園逛廟

會，老北京的炸醬麵、茶湯、爆肚吃不夠，大
西北的羊肉串、羊肉泡饃熱氣騰騰。整個公園
熙熙攘攘，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被濃烈的節日
氣氛包圍 、感染 。
除了像小雨這樣的「北漂族」外，北京一些

高校的學生因學業科研、工作實習、社會實踐
等原因，亦需在京過年。與「北漂族」的獨
立、分散不同，這些「留校族」在學校的精心
組織下，開展了豐富的留校過年活動。

獲實習機會 羽翼將更豐
據悉，今年寒假，北京高校約有1萬名大學

生留校過年。為使寒假留校大學生度過一個安
全、充實、愉快的春節，北京市委教育工委、
北京市教委撥發了165萬元的寒假留校大學生
專項工作經費。
中國農業大學開展了「學子過年到我家」活

動，倡導在校教師邀請學生到家裡共同度春
節；北京交大舉組織留校學生參觀首都博物
館，並安排學生在春運期間到火車站實習；而
北京工商大學則為寒假留校學生聯繫在北京銀
行阜裕支行的實習工作⋯⋯
一些「留校族」表示，雖不能回到家鄉看望

父母、雖不能品嚐到家鄉地道的飯菜、雖不能
與兒時的夥伴相聚相伴，但是一樣可以感受到
過年的熱鬧、收穫成長的喜悅。在他們看來，
通過自己的社會實踐和實習，他們的羽翼會愈
加豐滿，內心亦將更加堅強。

農大聯歡會 疑似在家中
紅紅的燈籠、香甜的糖果、鮮艷的氣球，把

中國農業大學的多功能廳裝扮得喜氣洋洋，春
晚、餃子、紅包則帶來了濃厚的「家」的感
覺。學生們圍坐在一起，有的吃 瓜子、有的
互相送上新年的祝福，臘月廿七晚，農業大學
300餘名寒假留校學生集體過大年。
除學生們自編自導自演的聯歡會外，農業大

學老師亦為學生們準備了新年禮物。在這些禮
物中，最特別的就要數手機充值卡了，學生們
接過這個特殊的「紅包」時，迫不及待地撥通
了家裡的電話，一聲聲祝福，一句句叮嚀通過
小小的手機傳遞至四面八方，在同一時刻匯聚
成一條愛河。
在農業大學的新年團拜會上，學生們的新年

禮物是：一張春節北京廟會門票，一份學校食
堂就餐代金券，一張聯繫家人的電話卡，還有
一袋小零食。
在學生們的心裡，這些小禮物寄托 他們太

多的情感，一位來自貴州的農業大學學生說：
「熱鬧的團拜會掃走了連日來思鄉的苦悶，讓
我在寒冬中感受到如家般的暖意，我想告訴爸
爸媽媽，請不要擔心，我們在京過年並不孤
單！」

12點的鐘聲就快敲響了，小雨拿
起手機，躲進角落裡，撥通家裡的
電話。

「嘟⋯⋯」
「是小雨嗎？」電話那頭傳來小

雨媽媽略顯顫抖的聲音。
「媽媽！是我！新年快樂！」小

雨的眼圈開始泛紅，嗓音卻很洪
亮。
「吃餃子了嗎？年過得怎麼樣？

有沒有讓自己受委屈？什麼時候開
始上班？要注意身體啊！」小雨的
媽媽拋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讓小雨
應接不暇。

「好想吃媽媽包的餃子」
「媽媽，你和爸爸身體還好吧。

我很好，您放心吧，今年不能和您
們一起過年，好想吃媽媽包的餃
子！好想偷吃你擺在罐子裡的糖⋯
⋯」
從小雨在黑龍江的老家到北京，

共有1,000多公里，電話並沒有講太

長時間，但這幾分鐘卻彷彿凝固了
一般，把小雨和家人的親情封存起
來。小雨告訴記者，自己大初三就
要上班，雖然不能回家過年，但卻
和朋友們做了一套周密的過年計
劃，年夜飯、放煙花、逛廟會一樣
都不能少。

燃放鞭炮祈生活更好
除夕這天，小雨和朋友們互相作

伴。上午，他們去超市買做年夜飯
的食材：美膚的豬手、健康的青
菜、還有不可或缺的速凍水餃。下
午，幾個女孩子像模像樣地紛紛展
現自己的廚藝，當晚飯差不多做好
時，中央電視台的龍年春節聯歡晚
會也差不多開始了。
小雨和大多數東北人一樣，在春

晚中最關注的就是趙本山的小品，
「今年本山大叔沒能登台表演，我的

父母一定很失望，他們都很喜歡本
山大叔的表演，本山大叔的缺席，
也讓過去的歡聲笑語都成為了美好
的回憶。」小雨還說，今年春晚的
舞台設計非常新穎，「有3D大片的
感覺。」
除夕夜怎能少得了煙花？小雨和

朋友們在給父母打過電話後，一手
拿 鞭炮，一手拿 手持的小煙
花，興高采烈地衝向室外。
此時，京城四處響起了煙花爆竹

聲，一朵朵彩色的花朵綻放在夜空
下。小雨和朋友們也點起了鞭炮，
她輕聲默唸 ：「新的一年，用鞭
炮開啟新生活的大門」。
小雨和朋友們仰望 深夜裡綻放

的一束束煙花，嘴角不禁上揚 ，
或許她看見了煙花後面有一個嶄新
的世界，或許她感受到幸福正慢慢
向她走來。

穿越1000公里的問候

在天壇居委
會，有這樣一
位「80後」大
姐，她親切可
人，工作時認
真仔細，社區
裡的小朋友見
到她都會嬌滴
滴地喊 楊姐
姐。
楊姐姐叫楊

蕭，2009年在北京一家大學畢業，時逢市政府鼓勵大學
生深入基層就業，她沒有像大多數同學一樣，風風火火
地湧入企業，而是毅然地選擇了投身社區服務，並且一
幹就將近3年。
年初一，楊蕭如往常一樣，早起洗漱後就在社區內巡

視。與平日值班不同，楊蕭告訴記者：「春節值班，排
除各項煙花爆竹隱患，保障居民尤其是兒童的人身安
全，成為了近日的工作重點。」她說，正是因為這份責
任，讓她暫時忘了自己遠在千里之外的家，讓她暫時放
下爸媽手心裡嬌慣的獨生女身份，讓她暫時忽略了自己
其實僅是個剛剛畢業2年的大學生。
每年都有因為燃放煙花爆竹不當而受傷的小朋友，楊

蕭一邊巡視，一邊對記者說，「放鞭炮最有過年的感
覺，我從無所顧忌地燃放，到成為有責任的社區巡視
員，成長彷彿就在一瞬間。」

與父母視頻 吃水餃聊天
記得第一次獨自在京過年時，楊蕭一個人守 辦公室

裡的值班電話，只能在網上與父母視頻聊天，告訴媽媽
她有多想家，告訴爸爸她是多麼希望得到爸爸的擁抱，
她對 鏡頭，和父母一同吃 水餃，一同分享一年來的
故事。楊蕭說，那時，真的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孤單和辛
酸，只有自己明白那是什麼滋味。自己也終於明白了
《常回家看看》那首歌所包含的深情。

今年是楊蕭留京過的第二個年，現在的楊蕭看起來很
輕鬆，也很滿足，用她自己的話說，要慢慢習慣。「初
三就有同事回京接替我值班，明天我要去廟會給爸媽買
禮物，讓他們感受到女兒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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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大學寒假留校學生團拜會上同學們吃

糖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攝

■北京廠甸廟會上，小雨（左一）

與本報記者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攝

■年初一值班完後楊蕭駐足滿是大紅燈

籠的路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攝

1988年出生的李明磊在北京清華同
方的計算機呼叫中心工作已有3年，雖
然接近「90後」，但是他說起話來的架
勢卻像個十足的漢子。

想多賺錢助姐結婚
看 空蕩蕩的辦公室，形單影隻的

李明磊坦言，不是自己不想回家，不
是自己不想父母，而是想多賺點錢，
春節後帶給準備結婚的姐姐。身為家
裡的「男人」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
任，懂得替父母分憂，李明磊希望通
過記者的表述，對自己的父母說一
聲，對不起，希望他們能夠理解自己
的做法。
身為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員，李明磊

要時刻守候在電話機旁，為來自全國
各地的同方電腦用戶提供專業的技術
解答。他告訴記者，為了讓在網上與
家人「團聚」的用戶不斷線、為了讓

在電腦前欣賞春晚的用戶盡情享受快
樂，他和幾名同事必須堅守在公司，
為用戶提供技術解答。

啤酒加餃子過除夕
除夕日，李明磊守在辦公桌前，雖

然電話比平日裡少了很多，但他卻一
點也不敢懈怠。晚上獨自下班後，馬
路上只剩下路燈投下的影子與他為
伴，「朋友們都回家過年了，今年的
除夕只能獨自一人守歲了。」
兩道小菜、一瓶啤酒、一盤餃子就

是李明磊的年夜飯，一台電腦、一台
電視機、一部手機撐起了李明磊寂寞
的除夕夜。這樣的除夕夜難免讓人覺
得有些心疼，可李明磊卻不以為然，
「這3年來，我經歷了很多困難，最困
難時，3天才能吃上一頓正餐，現在已
幸福很多了。不能回家，就打電話給
爸爸媽媽，只要他們身體健康，我就
心滿意足。」

「80後」漢子：
獨自過節 不感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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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磊（左一）與同事們堅守在呼

叫中心的崗位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攝

■李明磊除夕夜邊吃水餃邊與家人視頻

傳遞思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攝

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