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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金互免卡”是对新时代婚俗礼仪的呼唤

　　刚过去的十一假
期，小陈办了场婚礼。
婚礼现场来的不少朋
友，给的红包扁扁的，
里面只放了一张卡，叫
“礼金互免卡”。这样
的红包还不止一个，一
收收上来 20 多个。两
夫妻的好多朋友都有男
女朋友，和他俩一样，
今明两年也有结婚的计
划。“为了不给彼此增
加负担，我老婆提议不
如礼金互免吧。”小陈
告诉记者。（10 月 14
日《新京报》）
　　“礼金互免卡”的
出现得到了不少网友的
支持，有人提出建议全
国推广。份子钱作为婚
俗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如今不少网友却

呼吁全国互免，背后正
反映出了植根传统社会
的礼仪习俗与现代社会
的矛盾与冲突。
　　份子钱一说起源于
明代的“乡饮酒礼”制
度。在物质生活尚不发
达的时期，婚丧嫁娶等
一些人生大事都意味着
一笔不小的支出，份子
钱诞生之初就是一种以
人情为担保的民间借
贷，通过邻里乡亲的帮
衬体面风光地完成人生
重要的仪式。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份子钱也不
仅仅只是扶持借贷那么
单纯，份子钱的多少成
了对亲情、友谊的量化；
份子钱“只往不来”透
支了人们对于人情的信
任，渐渐地，份子钱最

初的祝福与善意被算计
一点点剥离，剩下的只
是让人头疼地金钱往来
和尴尬的人际关系。
　　不仅于此，现代社
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
动摇了份子钱存在的物
质基础。传统社会人们
依附地域而形成牢固的
地缘关系，家族聚居也
让代际传承的亲情得
以维系，但进入现代社
会，频繁的人员流动让
邻里关系变得不稳定，
城市散居也让家族内部
联系逐渐减弱，人情逐
渐淡化，份子钱也越来
越成为有去无回的亏本
投资。不仅于此，随着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份子钱也水涨船高，

逢年过节各类新婚同事
都化身为“红色刺客”，
在安逸的假期劫走打工
人辛劳数日所获的薪
资。因此，“礼金互免卡”
不仅仅是对传统习俗的
挑战，也是对现实情况
考量之下做出的理性抉
择。
　　同时，份子钱作为
人情与金钱的混合物，
很容易引起是非争端。
前不久一名女子随 500
块份子钱被同学嫌弃太
少，同学还截图说明“别
人最低都是 1000”，女
子随即删除了该好友。
这一事件或许只是份子
钱引起不悦和争端的缩
影，而“礼金互免卡”
就可以很好地避免因为
金钱往来引发的争端，

不仅保留了对好友的祝
福与情分，也剔除了缛
节与算计，简化了婚俗
礼仪，让人际关系变得
更加单纯顺畅。年轻人
也更加注重高效率高质
量的社交，能够把金钱
和人情的事情摆在明面
上讲，互相约定免除份
子钱，情感诉求清晰明
了，既是对简单纯粹人
际关系的追求，也是对
彼此关系的信任。
　　所以我们呼唤新时
期的婚俗礼仪，让礼仪
回归祝福的本质，而不
是对亲情友谊的量化。
“礼金互免卡”就是对
这一诉求的呼应，它让
祝福更加纯粹，也让情
谊免受金钱的考量。

█罗长城

爱心供应点被占“便宜”，这不是什么“小事”
　　10 月 9 日，广东东
莞，店主在门口预备插
座方便行人充电，没想
到好心却被人利用，接
插板充多个充电宝，点
着蚊香躺着看手机，徒
增安全风险。店主多次
劝说无果，反而变本加
厉， 网友们坐不住了。
　　这类新闻似乎层出
不穷，尽管都是些所谓
的“小事”，却也不时
引起了众多争议。有人
觉得既然要给行人方便
那就不必多说什么，也
有人对此种行为给出强
烈指责。
　　我不认同“不必多
说什么”之类的心态，
此种好心行为不应被
“过度的占小便宜”所
利用，而且还存在着这
么多的安全风险，更有
甚者不听劝告。或许有
人会说，占点小便宜是
人之常情，不过注意，

在这里我加了“过度
的”，正如新闻中所说
的“变本加厉”。
　　过度占小便宜，会
占用公共资源，会让真
正有需要帮助的人得不
到帮助。近些年来，越
来越多的人自发地建立
了许多爱心供应点。初
衷就是给予像环卫工
人、外卖小哥这类一整
天都在外奔波的人，或
是突然有急需的民众帮
助。爱心供应点的初衷
是好的，但是却被一些
贪小便宜的人钻空。这
类人大约是些非急需却
因为供应点免费，而起
了占小便宜的心思的
人。这样一来爱心供应
点的作用就淡化了，影
响了真正有需要帮助的
人，也违背了当初设立
爱心供应点的初衷。
　　这些过度的行为让
发起者寒了心。爱心发

起者的目的不仅是给有
需要的人，也在一定程
度上传递了爱心，或者
说每个爱心发起者都是
爱的延续和继承。如今
不料来了一堆打着有需
要实则未必需要的人。
　　之前，有个新闻报
道一早餐店的老板因看
环卫工人太辛苦没来得
及吃饭，于是自立了爱
心早餐供应点。可不料
来了越来越多占小便宜
的人。说是因为这里有
免费的早餐，只是因“免
费”二字而来并非因来
不及吃早餐这样的需
求。发起者只能哭笑不
得，又无可奈何，但这
样的事例却不少。发起
者本就是自愿献爱心，
想要帮到有真正需求的
人，但占小便宜者却以
此来道德绑架。占小便
宜者失了徳，发起者也
寒了心。

　　占小便宜的行为也
会传染，形成不良的社
会风气。人类本就是一
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就
比如一超市大打折扣，
那必然是会有一群人去
抢购。如果说只要有一
个占小便宜人的出现，
那随之而来的就会有一
堆。每个人都抱着贪便
宜和侥幸心理，会觉得
反正这个供应点是免费
的，而且我也只是拿了
几个，他们应该也不会
发现什么，就算发现了
也可以以免费的理由搪
塞过去的心态。逐渐地
这种思想和行为也会传
染内心想占却不敢占便
宜的人，也就更会加剧
这种占便宜的现象。
　　占小便宜行为也可
能会增加安全风险。回
归该新闻，我们可以看
到店主的好心行为，却
引来了一群人无节制地

在门口充充电宝。但是
否想过这样的行为会增
加安全的风险？如果
因此炸裂或起火那怎么
办？且因此引起的安全
事故谁又该承担相应的
责任呢？如此过分的占
小便宜却将自己和他人
的安全置之不顾，也是
一种极不负责任且自私
的行为。
　　设立爱心供应点，
本就是自发行为无关其
他。爱心供应点被占“便
宜”，这不是什么“小
事”，我们不应拿他人
的好心满足自己的私
欲，并以此道德绑架。
爱心供应点的初衷也是
为了需要帮助的人，利
用他人好心占小便宜不
仅占用公共资源，影响
他人使用，也违背了其
设立初衷，更会增加安
全问题。

█游东圆

老龄化加重，网购平台应该如何应对？
　　近日，广东肇庆的
七旬独居老人方爷爷，
因行动不便想要网购，
但又不懂电脑和智能手
机，便用座机打电话向
客服求助。三年多以来，
方爷爷和客服通话 6000
多分钟，最长一次超过
2 个小时，在客服团队
的助力下成功网购 100
多次。而像方爷爷这样
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
有更多的网购需求，由
于种种原因不会操作，
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
极大的不便。（9 月 30
日九派新闻）

　　网购让生活更加便
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
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省时省力。但我们
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好像忽视了老人们是
否能够享受这一快捷的
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大
部分人对智能产品不太
熟悉，网上购物也非常
困难。加之，独居老人
的占比也越来越大，他
们不会使用智能产品，
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
的记性也会变差。由于
疫情的爆发，很多地方
生活物资只能通过网络

下单，才能送达，独居
老人不懂使用互联网购
物，而且又不能随便外
出，导致他们的生活需
要面临不小的问题。
　　网购平台应该如何
适老化？可以单独开通
一些供老人使用的渠
道，也可以提供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可以
为独居老人提供定期上
门购物服务，也可以通
过代购方式帮助老人来
选购商品。同时，这也
要求客服要有更多的耐
心，要懂一部分方言，
说话语速不能过快等

等。虽然网上购物会让
老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
改善，但是同时也出现
了一些新的问题。当网
上购物可以给老人们的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一些新的疑问也会出
现：很多老人因为一些
防范知识的欠缺会导致
被骗的可能性加大，那
么他们应该如何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呢？也有人
说不应该先解决老人们
关于智能产品的使用问
题吗？
　　的确，我们应该花
更加多的时间去关注老

人们的生活，而且作为
子女也应该花时间去教
父母们去接触这些新事
物，我们不应该因为他
们不懂这些就放弃他
们。网络购物的环境也
需要好好整治，因为很
多人利用老人不懂这些
知识就卖假货给他们，
而且大部分老人也不懂
如何维权。而且通过这
件事情不仅仅只需要改
善老人们网上购物的条
件，还要想办法教会老
年人如何使用智能产
品。

█蒋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