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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邀情感嘉宾ELLE：

网友议论：
过个单纯的年吧，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过年怕回家过年怕回家？？
““恐归族恐归族””说心里话说心里话

有钱了，希望把老人家接回来过年

过年我想出门旅行逃避这一切

周六周六，，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有一项关于“你为何不敢回老家过年”

的网络调查中，44%的人选择因“回家过年开

支太大，承受不起”，还有人说“怕父母嚼”

“ 亲 戚 朋 友 对 自 己 的 期 待 太 高 ，承 受 不

了”⋯⋯其中，80%是未婚男女，其中月收入

在 4000 元以下的占 90%。网友表示，“恐归

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春节，是一个传统节日，但随着社会快

速变迁，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意义和内容也不

可避免。对部分人来说，过年负担重是一个

社会问题，不过，最终还是需要个人的心态

调整。个人努力了，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也

可以理解。

对年轻人来说，幸福感应大于虚荣心，

只要与父母团圆，哪怕是吃一盘饺子都是幸

福的；对家庭而言，父母对儿女要以疏导和

帮助为主，过年时不要给他们施加太多压

力，少念念“紧箍咒”。

“常回家看看，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

团圆圆”。希望大家能够为春节减负，过一

个轻松愉快、充满温馨亲情的春节日益成为

人们的愿望。所以，让过年回归“团圆”，过

滤掉被世俗生活赋予的“杂质”，不自卑、不

攀比；不埋怨、不丧气;不懊恼、不害怕，只是

简单地与家人团聚，轻轻松松过个年。

口述：蓝紫
年关将至，身边的朋友都在忙着买火车票，

忙着购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而我的心情很复

杂，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终于可以回家过

年，看望父母，约聚朋友，这对于长年在外工作

的我来说真是一种奢望了；另一方面，我又害怕

过年回家。

回想前几年回家，每回旅途都很遭罪。前

两年，还算幸运，票是买到了，可都是站票。拥

挤的车厢里，人与人几乎贴面而站，大家都大包

小包四五个，有个女人拉着俩孩子，也站在那

儿，真怕可怜的娃儿会被挤到！他们一站往往

就十几个小时，艰难啊。

除了旅途遭罪，另外感觉回家就是当散财

童子。这一点我相信绝大多数在外工作的人都

深有体会!但也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明明老板

抠门得要死，双薪奖金神马都没有，只一点破工

资，回家还得摆出衣锦还乡的阔气样儿。

讲到“钱”字，三言两语还真说不完，穷人的

日子是本大烂账，怎么算也算不清。过年回家

得思忖着给家人买些什么礼物好？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三大姑七大婆，这时

且不说钱有多少，关键是都买什么？每个人礼

物还不能一样，想想头都要炸了，还要抽时间去

买。如果买了礼物送人，人家还不一定喜欢,那

时候就悲剧了。

好容易回次家别叫亲戚邻里神马的小看

了，那身上的行头你不是穿给自己看的，而是穿

给别人看的，所以你穿着不能太寒碜，要不人家

不待见你。

还有，红包、孝敬钱、同学朋友聚会开支⋯⋯

最后，你荷包终于成功被掏空了，年也过完

了，银根紧缩，无比拮据，好在之前就买好回程

的票，回到工作地咱紧衣缩食，等下个月的工资

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今年 31 岁，还没结

婚，没小孩，可想而知家里人对此的态度!

网友“芹菜”：我也是外来务工者，我希

望自己经济条件好一些，过年时能把父母

接过来，坐飞机，方便。陪父母逛逛街，吃

吃大餐。但老人心里，家乡永远是归宿，我

不回去，他们就觉得我不孝。家，还是得

回，只是多少有些不轻松。

网友“小平头”：作为年过 30 的大龄单

身剩男，每到过年，总感觉是一个坎儿。特

别是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团聚在一起的时

候，我就成一个受“攻击”的靶。所有话题

都针对我一个，赶紧成家！我已经厌倦了

这事，结婚是急得来的吗？我也想啊！唉，

还是年底买张机票溜到别地，落个耳根清

净，好好过上几天属于自己的假期。

网友“穿马甲的葫芦娃”：现在的拜年太

形式化，几瓶酒几封糕点从A家提到B家，B

又提到 C 家，结果，C 又提回给 A 家了！那

叫一个喜剧！这就叫轮回！大家都不是盖

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蔡玲玲 整理）

拜年，没那么单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