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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红包“卷”淡年味
您怎么看

因为对“秀恩爱”意见
不一致，天津的老李和相
处了一年的恋人分道扬
镳。而就在大家都说老李
过于“自我”时，他遇到了
一位同频的女士……

老 李 多 年 前 就 离 婚
了，儿子也已成家单过。
喜欢做饭的他，以前只是
偶尔在朋友圈里晒晒自己
做的菜。可突然有一天，
老李朋友圈的画风变了，
开始晒一些浪漫诗句、爱
情鸡汤和图片。朋友们都
猜老李是不是恋爱了，但
照片里又从来没有真正出
现过女主角。疑团还没解
开呢，老李朋友圈里的画
风又变了，首先是把可以
看的内容设置成了“仅三
天可见”，而且他每天不再
晒甜蜜，全都变成了一些
伤感的图片，配图的文字
也变了：“没有得到回应的
爱情，迟早都会消失。”“不
合适的人就早点分开吧，
余生还长呢。”……

原来，一年多以前，老
李经人介绍谈了个对象，
本来两人相处得不错，可
老李天天在朋友圈各种

晒，让对方觉得十分尴尬，
所以她平时坚决不在老李
的朋友圈出镜。后来，老
李非要搞一个两人相恋一
周年的热闹仪式，自然还
要各种晒。女方却不喜欢
这样，说是一把年纪了就
不能安安静静过日子吗？
两人怎么也说不到一起，
大吵一架之后分了手。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
李公布了新恋情，朋友圈
又热闹起来，他晒的主角
永远都是这位新结识的
女朋友：他们一起出去旅
游时的合照或视频，还有
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甜蜜
互动……这位女朋友面
对镜头时没有任何的躲
闪，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
笑容。看得出来，她和老
李一样，很愿意把这段恋
情展示给别人。就在不
久前，老李又安排了一次

热闹的饭局，主动把女朋
友介绍给大家。女方笑
着问大家：“老李天天在
朋友圈里各种晒，你们都
看腻歪了吧？如果腻歪了
就干脆屏蔽他！他这人就
喜欢这样，我也不在意，晒
就晒吧，至少说明我在他
心目中有一席之地。再
说，我们的前半生都过得
磕磕绊绊，如今到了这个
年 龄 还 有 什 么 想 不 开
的？怎么高兴就怎么来
吧！人生难得潇洒走一
回！”（摘编自《今晚报》）

专家说法：为什么中
老年人婚恋成功率低？因
为到了这个年纪，每个人
都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状
态，在一段关系中，他们都
更看重自己的需要，不太
愿意委屈自己去适应对
方。所以一旦有了矛盾，
而且分歧又比较大时，很
容易“互相不就和”一拍两
散。至于那些能携手到老
的“半路夫妻”，他们幸福
的秘诀也不复杂：把两个
人的关系放在首位，把“在
一起”看得更重要。（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赵刚）

大叔谈恋爱狂晒朋友圈
在外漂泊 20 年，带大

外孙、孙女，河北省张家口
市 70 岁的杜秀华最近越
来越迷茫，如今却不知道
自己的归宿在何方。

杜秀华有一儿一女。
女儿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
京工作，并与大学同学结
婚，很快就怀孕了。杜秀
华立刻赶到北京照顾女
儿，接着是照顾外孙，这一
呆就是 10 年，留在老家的
老伴突发心脏病离世，她
都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

陪了外孙 10 年，孙女
需要照顾，杜秀华来到天
津的儿子家。儿子离了
婚，净身出户，把房子留给
了妻子，6岁的女儿留给了
自己。儿子天南地北地出
差，自然无法照顾孩子，于
是杜秀华从北京来到天

津，开始带孙女，住的是出
租 房 。 两 年 后 ，儿 子 再
婚。这之后，儿子幸福地
生活在自己的小家，除了
按时给杜秀华提供生活
费、房租，并不常前往看
望。这十来年，都是杜秀
华和孙女相依为命。

今年 6 月，孙女就要
考大学了，即将开始新的
生活。杜秀华天天思考，
自己应该去哪里。“老家多
年没有回去了，老房子已
经年久失修；去女儿家养
老，不现实，房子小，住不
下这么多人；去儿子家养
老，更不现实，儿子还住老
丈人的房子呢……”杜秀
华说，自己的使命就要完
成了，但她不知道，自己的
归宿在哪里。（摘编自《张
家口晚报》）

带孙20年，归途在何方

有关压岁钱的讨论持续升温。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寓意美好的
祝愿，在一些地方却渐渐“变了味”。不少人发文感叹“为什么压岁钱
越涨越高”“动辄上千，对我来说压力很大”。还有人吐槽，压岁钱可
能没发挥给孩子“压岁”的作用，却将老年人“压垮”了。对于压岁红
包，作为发红包主力的中老年人是如何看待的？（摘编自《洛阳晚报》）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全家一共
二十多口人，我是提倡给压岁红包
的，长辈给晚辈压岁红包不仅是年
味的体现，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承
载了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与期许。
在我家，长辈给压岁红包时，晚辈
要行磕头礼。压岁红包的金额50
元、100元均可，金额不会太大，因
为我们认为长辈给晚辈压岁红包
是心意，晚辈不应计较金额。（唐军
容 50岁）

为了过年给孩子们包红包，
年前，我特意到银行取了 1000 元
的新钞。我坚持发红包，喜欢用
传统的方式发红包，因为手与手
传递红包，满是温情，有喜庆味
道。包上一个大红包，逗小孙女
说上一箩筐吉祥话，最后郑重地

将红包送到她手中，这是我家过
年的习惯。

压岁红包不在于金额多少，在
于仪式感。长辈们期待晚辈得到
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
岁。我认为，发红包切勿攀比，要
量力而行。压岁红包一旦开始讲
排场，就很难保持原有的美好寓
意，会逐渐功利
化 、物 质
化。（徐志立
63岁）

今年儿子和儿媳回亲家家过
春节，我给孩子们准备了电子红
包，除夕之夜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为了跟年轻人一样熟练使
用微信发红包，我提前跟社区工
作人员好好学了一番，还给微信
号绑定了银行卡。春节期间，我
不仅在微信群里抢了不少年轻
人发的红包，自己也发出去不少
红包，还给儿子、儿媳、孙女每人
发了 200 元的微信红包作为压

岁红包。
别看我上了年纪，现在我用

微信发红包、抢红包的熟练程度
一点儿不比年轻人差。春节期
间，我用微信共发出去700多元
的红包，收到了 1000 多元的微
信红包。其实，用手机发电子红
包比起现金红包来更有意思，特
别是对于过年不能见面的人，直
接发电子红包更方便。（郭红霞
60岁）

春节期间，我的朋友向我吐
槽起压岁红包的事。他家里有
两个孩子，平时老大对家里照顾
得多，经常贴补家用，因此，老两
口春节给老大家的孩子压岁红
包金额多一些，但谁知这事让老
二媳妇知道后不依不饶，说他们
厚此薄彼。好好一个春节，一家
人闹得很不痛快。

我认为，长辈首先要一碗
水端平，其次晚辈不能太看重
压岁红包的金额。否则，压岁

红包不但失去了原本的美好寓
意，无法纯粹地传递心意和祝
福，还让情义变淡了。另外，那
也会导致晚辈有样学样，给长
辈拜年只是为了压岁红包，同
龄人之间还会攀比拿到了多少
压岁钱，这对塑造孩子的价值
观可不是好事。

因此，年味不在于有没有红
包往来，亲情更不在于红包金额
大小。年味不可变味，压岁钱该
回归本义。（王一晨 74岁）

压岁红包重在仪式感

发电子红包方便有趣

长辈首先要一碗水端平

大家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借助压岁红包倡导好的家
风、家教、家文化——既让晚辈们懂得感恩，为长辈们减轻负担，
让全家人都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又让家人感受到互相关爱远
比金钱更重要。（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系 李倍倍）

特
别
提
醒

农历正月十二是我嫂子
60岁生日。我哥这天为嫂
子准备了不少的生日礼物，
还在生日仪式上祝她生日
快乐，身体健康，六六大顺！

嫂子说：“六六大顺有

些不沾边吧，我的生日和
六没有关系呀！”

“ 怎 能 和 6 没 关 系
呢？十二是两个六，这不
就是六六嘛。”哥哥说。（河
南郑州 李朝云 60岁）

十二就是六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