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副刊 2025年1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巩萍 美编：卢斌

　　票买好了吗？年货备好了没？

出租屋的电源别忘了关，手机充电宝

充满电，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月14日(农历腊月十五)，是2025

年春运的第一天。据交通运输部门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

员流动量将达90亿人次，有望创历史

新高。

　　春节将至，我们跨越山海，出现

在每一种可能的交通工具上，手提肩

扛着大包小包，昼夜兼程、风雨无阻，

前往同一个地方：家。

　　我们为何执着于回家？今年，你

啥时候踏上归途？

　　回家的路，风都是甜的

　　每当临近春节，网络上总会有无

数关于回家的故事：

　　故事一：行李箱再大，也装不下

对你的爱。

　　为了让孩子尝到家乡的味道，他

们带了40斤粉条和4只亲手炸的鸡去

儿子家过年；5米长的车板上只有一只

被“五花大绑”的奥特曼，挂车司机开

了900多公里，只为回家给孩子一个

惊喜。

　　拉杆箱、编织袋、塑料桶、泡沫

箱……回家的路上，各式各样的运载

容器装着五花八门的年货礼物。

　　故事二：拥挤的车厢，流淌温暖

与体谅。

　　一列普通列车，载满了归心似箭

的游子，乘务员大声喊：“都是回家

的，大家多担待！”车厢内连过道都

站满了人，孩子坐在行李箱上，紧紧

搂着站立的妈妈；还穿着工服的农民

工靠在蛇皮袋上，蜷缩着打盹；年轻

小伙在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站

立角度，为旁边的老人提供支撑……

每个人都在努力缩小自己，为更多回

家的乘客留些空处。

　　故事三：漫漫归途，满满期待。

　　有人发动亲戚朋友，一起蹲点抢

票；有人因大雪封路，被堵路上几小

时；国外读书三年的学子，辗转飞机、

高铁、动车、轻轨、汽车、公交车，历经

三天两夜终于到家；也有一人、一车、

一箱红牛，靠着家人每小时一通的电

话熬过一路颠簸……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里的

人是你，也是我。

　　回家的路，也许遥远漫长，难免

风尘仆仆，但正如网友所说，“我不惧

在风霜雨雪里穿梭，因为，前面是老

家的方向”，那里有太多甜蜜与期

待———

　　列车到站时，亲人隔着人群向自

己挥舞手臂；推开家门时，激动地喊

出“我回来了”；脱下西装外套，换上

花衣棉裤的轻松；守着满桌的家常

菜，赞叹爸妈的手艺；一通电话，召集

来发小侃天侃地……

　　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回家

　　山河再远，旅途再难，“回家”始

终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

　　漫长的农耕社会孕育出了中华

民族深厚的乡土情结，让“回家”对古

往今来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就像倦

鸟归林、落叶归根一般自然。

　　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流动的中国”活力四射，吸引

人们离开老家，到外地求学、工作、安

家，学着适应新城市的生活习惯。即

便如此，提到“家”，人们不约而同想

到的，还是自己出生的地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受到其所在乡

土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骨髓，

难以改变”。故乡的山川湖海、风俗

人情同样是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基

因。我们把家乡所有的景观都赋予

特别的意义，在异乡和故乡、生活与

记忆之间，在自身和社会的变迁中，

寻找自己生活的“锚点”。

　　期待中或许有一丝犹疑

　　人们常说“近乡情更怯”，当家乡

越来越近，我们的内心也泛起了涟

漪，期待家乡的变化，却又害怕家乡

变得陌生，渴望与父母亲人久别重

逢，却又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怕“没话可说”，怕“没话硬说”。

　　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如

今却找不到共同话题；三姑六婆七嘴

八舌，自己却插不进只言片语……

　　或是因长时间分离，各自生活习

惯相差越来越大；或是因“到了年纪”，

就成为被轮番催问的话题；又或是因

“报喜不报忧”的默契，各种委屈到嘴

边又咽下……最亲近的人之间常常

“相坐无言”或是“说不到一块”。

　　怕最熟悉的地方，成为最陌生的

地方。

　　家中的老房子、村口的大石头、

屋后的树林……童年最快乐的地方，

却不承想有一天自己和孩子都无法

适应，父母想说又不敢说的那句“多

留几天”只被寒风听到，游子心中是

愧疚和无奈。

　　为着“诗与远方”，为着“碎银几

两”。

　　虽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可

当游子面朝家的方向，不是也会犹

豫，怕自己没有成为父母所期待的样

子，怕坐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怕无

法为家中晚辈作表率……

　　一句“他乡容不下灵魂，故乡容

不下肉身”让无数游子泪眼婆娑，曾

经梦想远大，离开了家乡，如今为着

“碎银几两”，不敢归乡。

　　那望眼欲穿的目光，正看向
你来的方向

　　余光中说，“再长的旅途也会把

人带回家来，靴底沾着远方的尘土。

世界上一切桥，一切路，无论多少左

转右弯，最后总是回到自己的门

口”。那“故乡的云”正用温柔且有力

量的声音呼唤着每一个浪迹天涯的

游子。有网友说，过去几年自己已经

习惯了对着视频电话中的父母说“新

年好”，但也发现“不回家的春节，我

和爸妈都很应付”，一盘速冻饺子就

是过年。于是今年拨通电话，千言万

语只汇成了一句话，“过年我回家”，

电话那头传来抑制不住的开心，“人

回来就好，啥也不用带！”

　　一个“宝盖头”诠释出家的含义，

在外你是独当一面的大人，在家你永

远是“小孩”。“人回来就好”，你不必

衣锦还乡，哪怕行囊简陋、满身疲惫，

月光下有人正焦灼地等待你的身影，

家门口望眼欲穿的目光看向你来的

方向。

　　人生路漫漫，回家的路最美。愿

归心似箭的你，平安到家；愿你在这

个寒冷的冬天，家人相伴，灯火可

亲。 (转自青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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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阡遗址所处村庄北

阡村，隶属于即墨区金口

镇，位于五龙河入海口的

丁字湾西南侧，坐落于北

阡村后的一处隆起的高地

上。根据即墨博物馆的历

次普查记载，20世纪中期

以前，遗址东北距离深入

内陆的丁字湾西南侧海岸

线不足1千米。而现在，由

于五龙河淤积和其他人为

等原因，北阡遗址与海岸

线的距离已经达5千米。

  北阡遗址东西宽约

200米，南北约200米，面积

约为4万平方米，保护状况

较好，地表呈现为北高南

低、中部高四周低的趋势。

北阡考古历经四次考古勘

探，分别于2 0 0 7、2 0 0 9、

2011、2013年开展，四个年

度的考古勘探工作的实

施，累计发掘面积2200平

方米。考古勘探和研究发

现，遗址堆积分为两个大

的时期，下层为北辛文化

末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阶

段，上层为西周晚期到春

秋时期。

  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址的面积较少，

主要分布在遗址中部略高的位置，目前保存

的约2000平方米，由于周代壕沟的破坏，原来

的面积应该略大一些。大汶口文化堆积除了

被周代破坏的部分外，其余保存较好。保存

的文化堆积厚度在1米以上。周代的遗址面

积较大，约为4万平方米。中心部位周代文化

层堆积破坏殆尽，只剩下一些较大较深的窖

穴、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外围部分保存略好，

文化堆积的厚度尚在1米以上。

  北阡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中，吸收了生

物学、医学、化学、体质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

学者加入，目前已经从7个方面进行研究，即

人骨遗存的研究、陶器研究、石器研究、动物

遗存研究、植物遗存研究、古环境研究、社会

研究。

  如今，北阡遗址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

艺术价值正逐渐显现，研究结果已被业界所

认可，普遍认为其意义重大：首先，它改写了

青岛的古代史，把青岛所知古人类活动的历

史提前了1000多年，由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

器时期大汶口文化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前的

原始社会早期的北辛文化；其次，发掘出多座

合葬墓，一个遗址中非常集中地出现这种极

具时代特色的特殊埋葬方式，这在胶东半岛

乃至黄河和淮河下游地区尚属首次，为研究

大汶口文化早期葬制、葬俗及社会形态等诸

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最后，所发现的贵

族墓葬，对研究夷人文化与中原周文化的不

断融合过程和西周时期齐、莱等方国历史等

都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对进一步开展有

关东夷文化的学术研究，探究东夷文化面貌，

破解诸多史学之谜，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和意义。 （陈海波）

 票已订好，归期已定……

  山东大学、青岛市文物局和即墨区博物

馆联合对即墨北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