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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A03

“家里都是一个孩子，凭什么就得跟你去你
爸你妈家见你爷爷你姥姥，让我这边一群老人
守一电视机过春节啊？”每逢春节，连吴文英这
样抱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信念的，到这节骨眼
上也会产生怨言。

像吴文英家这样的故事春节前不断在许多
小家庭巡回上演。

河南财经学院社会学教授王金山预测，随
着异地工作和通婚范围日渐扩大，由独生子女

组成的家庭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由此产生春
节“回谁家过年”的社会问题将日益突出。

这就像一场拔河比赛，小夫妻就是系在猴
皮筋中间的那条红标记，只要人不到家，绳子两
边的人就得卖力气。可两边老人拉的不是麻
绳，是猴皮筋。本来就不结实，弹性还特别大。
如果两边抻起来没完没了，猴皮筋没准就断了，
最后还得跟小鞭子似的抽着对面的人。

线索提供 张女士

节后上班这两天，同事见面爱问这句话：

“今年春节你回谁家过的年”
去男方父母家还是去女方父母家，还真难住了不少小夫妻

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渐成社会主流，合家团圆成了左右为难的问题

这事说大不大

过年形式多姿多彩
未必非得回家团圆
“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来扫房，二

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春联，年三
十吃饺子……”采访中，不少的父母、长
辈都向记者提起这首童谣，在他们内心
深处依旧怀念着曾经热闹的过年。

过年就是一种仪式
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中心主任乔晓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春节不是一个简单的吃吃喝喝、游
戏玩耍的娱乐日，传统的春节是一个完
整的文化生态，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特定
的文化空间活动，它涉及信仰、伦理、情
感、文化方式等人性的方方面面，由大
众的广泛参与来完成。过年是一种仪
式，强调的是一个过程。过年的仪式是
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展示，也是节日文
化得以延续的载体。人们在享受着年
节文化的同时，也在表演着、创造着本
民族的节日文化。”

过年有多种选择方式
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

曾对媒体表示，过年，这个中国最重要的
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含义，“扬弃
不等于放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
需要现代的人们去挖掘、光大。不要担
心，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什么
时候都是节日的主旋律，变只是方式的
变化，传统的节日并没有丢失。我们对
春节也有包容的态度，过年只是一种节
日的形式，允许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方式，
如果一味地指责人们淡化春节，也是不
符合现实的，更是不明智的。

不能强求过年必须回家
记者在采访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

中文系张颐武教授时，他也向记者表示，
过年应该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要拘泥
于家人团圆的唯一形式。现代社会受全
球化的冲击，再加上客观的现实，诸如儿
女在国外工作，或是因为工作需要而不
能回家的，应该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如通过可视电话沟通，也不失为一种补
偿，不能强求所有的人过年都必须回
家。他建议年轻夫妇应在互相理解、互
相尊重的基础上，多和双方父母交流，做
好双方父母的思想工作，找到适合自己
家庭的解决办法。同时，作为家长也要
为孩子多考虑，多些宽容，开通些。

春节里亲情不是唯一纽带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夏学銮教授向

记者推介了武汉百步亭社区的“过年方
案”：一到春节，百步亭社区的居民每家
都会做上一道拿手菜，聚在一起，联欢
聚餐，其乐融融，他们把除夕夜的大餐
称为“百家宴”“千家宴”。夏教授说，春
节里亲情不是唯一的纽带，还有友情、人
情……孩子不在家，邻居、朋友聚在一起
也可以过一个热闹年。

“今天，在教育孩子孝顺老人的同
时，现代社会应发挥社区强大的整合功
能，‘积极养老’已经在一些城市得到了
大力提倡。那么过年呢，当然也应当可
以创造出更丰富的形式，没有孩子在一
起团聚的年一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夏
学銮说。 千龙

这事说小不小

为到谁家过年这事
竟有小夫妻闹离婚
新婚妻子过不惯农村生活，拒绝和

丈夫回老家过年，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
的争吵。2月1日上午，这对小夫妻来到
山东青岛市北区婚姻登记处，打算“分道
扬镳”，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两人才打
消了离婚的念头。记者从该登记处了解
到，仅 2月 1日一天，他们就劝回了 5对
闹离婚的小夫妻。“每年春节过后的几天
都是离婚高峰期，其中大都是80后小夫
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她过不惯农村生活，他来了气
2月1日上午，青岛市北区婚姻登记

处刚一开门，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就急
匆匆地走了进来。“我们要离婚！”男青年
的口气十分坚决，工作人员随后又征询
女青年的意见。“他说要离就离吧。”女青
年稍一迟疑，随后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工作人员随后将两人带到“关爱婚姻
驿站”，在众人的劝说下，男青年说明了离
婚的原因。原来，男青年姓马，两人于
2008年夏季结婚，马先生的老家在海阳，
妻子则是青岛人。今年春节，马先生要带
妻子一同回老家过年，却遭到了妻子的反
对。“她说过不惯农村的生活，我一听就来
了气，哪有女方不到男方家过年的道理？”
两人随后发生了争吵，最终，马先生一个
人回了老家，妻子则留在了岛城。

“父母的失望可想而知，最让我受不
了的就是亲戚们异样的目光，我感觉自
己的脸都丢尽了。她将来要是一直都不
来我老家怎么办？她这样还怎么孝敬我
的父母？”马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而
他的妻子则认为丈夫的想法自私，是不
关心自己的表现，两人吵来吵去，最后决
定离婚。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
下，两人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她没带礼物上门，他也来了气
这对小夫妻刚走了20分钟，又一对小

夫妻“闯”了进来。“这婚一定要离！”程女士
向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委屈：公公的生
日是农历正月初五，以前她一直给公公买
礼物，由于今年没有带礼物上门，丈夫为
此向她发了火，两人越吵越凶，平时积攒
在心中的“小恩怨”一股脑地都发泄出来
了，吵到最后，两人都想“一分了之”。

记者在北区婚姻登记处“关爱婚姻
驿站”的登记表上看到，2月1日一天，共
有7对夫妻来办理离婚手续，其中5对是
80 后的小夫妻，经过工作人员的劝说，
这 5 对 80 后小夫妻都打消了离婚的念
头，其中4对当场和好如初，另一对则表
示“回家再想想”。

婚姻节后综合征，全是过年惹的祸
据“关爱婚姻驿站”的工作人员介

绍，近年来，每逢春节后的几天，都是办
理离婚的高峰期，其中大都是80后的小
夫妻。工作人员分析认为，每逢春节，夫
妻间总免不了出现由“到哪儿过年”、“给
对方亲属送何礼物”等问题引发的争执，
而小夫妻往往个性较强，宽容心较其他
年龄段的夫妻明显差了很多，“小问题”
在双方的争吵中被不断放大，导致双方
产生“分道扬镳”的想法。“这一现象已成
为困扰小夫妻的‘婚姻节后综合征’。”该
登记处的陈主任说。 据《半岛都市报》

·三地奔波型·
田豫川是四川绵阳人，妻子罗静霞是湖北

孝感人。两人在郑州上大学，工作在郑州，邻居
们都夸两人是形影不离的一对。可春节前，两
个人的意见出现严重分歧，罗静霞想回娘家过
年，田豫川则认为，今年该回四川了，去年老家
地震了，还没有回去看看呢。

无奈两人只好提前向单位请假一周，乘火
车先回湖北，过完除夕，再赶至四川。夫妻俩在
火车上度过 5个昼夜，光在旅途上的花销估算
就有5000多元……

这就是三地奔波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两
边不得罪，坏处是太累、太苦、太紧张。

·轮流坐庄型·
虽然自己的父母在安徽，妻子的父母在山

东枣庄，可相比起田豫川，高俊杰夫妇春节从没
有为到谁家过年伤脑筋。

“结婚前我们就商量好了，婚后过年双方轮
流坐庄，一轮一年。”高俊杰说。

轮流型的好处就是看似合理，因此也是最常
见的一种方法。坏处则是老人要等两年才能见到
孩子，因此双方要多打电话安慰寂寞的父母。

·暂时分离型·
昨日，一个刚从老家赶回郑州的朋友，

见面后看不出一点高兴的样子，他说：“过年
就是我们的分别，妻子回娘家，我回自己
家。但今年我们计划要孩子，等有了孩子，
过年两家老人都争着要小孩，我们就没有主
张了。”

这是典型的分离型，双方通过妥协的方法，
商定春节夫妻双方各自回老家陪父母过年，春
节成了夫妇的“分居”日。好处是不吵架不费
力，坏处是长久对夫妻感情有负面影响。

·两家合一型·
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夫妻会选择把双方父

母都接到身边一起过年的方法，用 6口人团圆
的方式，来化解“春节难题”，好处就是彻底大团
圆，增加双方家庭感情。坏处则是父母难免拘
束，而且父母在异地的家庭开销大。

·与时俱进型·
据京广汽车站的李艳介绍，他们站近几年

一直有“托运儿童”的业务，忙不过来的小夫妻
可以把儿女“托运”回奶奶或姥姥家，让老人享
受天伦之乐。

心理咨询师孔红伟认为，父母盼望子女回
家过年，说穿了就是一种对亲情的渴望。他认
为，现在的节日很多，年轻人不妨在这些节日里
回家看看，这多少也是一种补偿。

提起究竟该回谁家过年，28岁的刘虹丽还是一脸的不高兴。年前她和老公因为回谁家过年的
问题大吵了一架，结果老公春节一个人回了河北老家，初九才回到郑州。

而在郑州留守的刘虹丽索性把父母从信阳接到了郑州。“我和老公平时感情非常好，做什么事
他都让着我，可每年一谈到到谁家过年这个问题，就好像腊月天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现在我们
连离婚的念头都有了。”结婚3年了，刘虹丽前两年都是去河北婆家过年，今年她下决心无论如何要
和自己的父母一起过年。

让刘虹丽困惑的是：“为什么平时通情达理的人，
一到这个时候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因此过了节，她就
迫不及待地向好姐妹们请教，到底该回谁家过年？总
结来总结去，“春节难题”无外乎下面几种情况。

“回家过年”：烦恼的不仅仅是刘女士

“回家过年”：双方父母一年一度的拔河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