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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新一轮的““春节大拷问春节大拷问””要来了要来了

每逢佳节每逢佳节最怕最怕 问
叶晓楠叶晓楠 李李 颖颖 刘天阳刘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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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尬，，还是父母喋喋不休地追问谈对象的郁闷……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回家过年最怕被问到的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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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辈 们 关心是为孩子们好

●●怕怕问问11
“何时告别单身”
离返乡还有些日子，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

的舒雅就开始忧虑起来。今年已经 26周岁的
她，被父母催婚多年，提起回家就有点害怕。
原来，舒雅前几天打电话给父母说今年会早点
回去。不料，爸爸紧跟着就来了一句：“带男朋
友回来吗？”当她郁闷地回答“没有”后，妈妈立
马抢过电话，并下了最后通牒：“明年回家再不
带上男朋友，恐怕要被扫地出门了。”

因此，“告别单身”成了她2015年最大的
课题。舒雅说：“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
就是找到一个男朋友回家过年。”春节来临，
亲朋好友的“催婚”让她焦头烂额，怕父母
担心自己“嫁不出”，也怕亲戚过度操心。迫
于压力，她决定在交友网站上“租”个男友
回家，以解决父母的春节警告。

●●怕怕问问22
“赚得多不多”

“不怕工作多辛苦，就怕家里的七大姑
八大姨。”面对那些穷追不舍的提问，年轻
网友们这样吐嘈。

刚在成都工作一年多的“90 后”山东姑
娘刘慧艳，提到回家过年就有一肚子的苦
水，她向我们吐槽道：“去年回家，家里的亲
戚看到我就问月薪多少，一听只有3000元出
头，就会告诉我，他们隔壁家的孩子一毕业
就能拿 6000 多元的月薪。还没等我喘过气
来，她们又会穷追不舍地接着问，你哥年终
奖 3万多元，你呢？”这句话曾让小刘回到自
己的房间后忍不住伏案大哭。哭过之后，她
从此就对过节回家很发怵，害怕再次被比
较，“我的亲戚们说来说去，就是那几个话
题，非要把小辈们问个底朝天。”

●●怕问怕问33
“过得怎么样”
23岁的赵旭作为一个刚入职的“小鲜肉”，面

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大拷问，有些心里没底。“以前
读书时，每逢过年，亲戚们轮番问我考了多少分？
拿奖学金了没？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本以为可以舒
舒服服过个年了，没想到和朋友们一交流，过这个
年可能会被问得更惨。”

32岁的外资白领小李总结了一个规律：一些平
时走动不多的亲戚，问晚辈时一般直接切入主题：

“结婚了吗？”如果说“没结婚”，就会问：“有对象了
吗？”如果有对象，长辈们就开始滔滔不绝：“怎么还
不结婚，早点结婚好……”如果说“结了”，那就要详
细交代另一半的所有资料，重点是收入，接下来就会
问：“生孩子了吗？”如果说“生了”，长辈们就会要把
小孩子叫来看看，如果说“没生”，长辈们又会劝你早
生孩子。随后，各种忠告扑面而来……

年 轻 人 过年就像“过劫”年 轻 人 过年就像“过劫”

许多单身的“80后”反映，回到家里，团圆的喜悦与生活的焦虑并存，别人见到第一面都会问：“年龄不小了，找对象了吗？工作
怎么样？收入呢？”特别是父母一遍一遍不停地唠叨个没完没了。面对这样的场面，不少“80后”感叹：过节，怎么就成了“过劫”？

●●操操心心11
结婚生子最重要

“2015年最让我头疼的啊就是我闺女，今年都28岁了
还没结婚，这不让人家笑话吗！想当年，我28岁的时候，都
有第二个孩子了。”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刘阿姨一直担心
未出嫁的女儿，对于马上到来的春节，她更着急了，“让她
相亲去吧，她又不去，给她介绍过多少个对象了，就是一个
也不见，现在又说是有对象了，让她春节领回来让我们看
看，她又找了一大堆借口，迟迟也没带回家。”

说到这里，刘阿姨原本激动的心情有些缓冲：“男
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无非就是看着她都这么大了，
想让她早点有个家。”

北京郊区的李奶奶就因为儿子婚后不想要孩子，而
伤透了脑筋，“从儿子刚结婚，我就说先生个孩子吧，我
和他爸每年过年都在催，他俩还一点也不着急。”李奶奶
越说越伤感，“这五六年都过去了，看看隔壁老赵家的孙
子现在都快上小学了。我这身子骨算是一年不如一年
了，哎！再过两年啊，想帮他们看会孙子都看不了了。”
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

●●操操心心22
过度关心“讨人嫌”
在海南经商的李先生，每次过年都

给家中的孩子们包个大红包，今年却在
孩子们口中得知：过年最怕李叔叔，他
有太多问题了。听到孩子们的说法，让
李先生郁闷不已。

“自己平时工作太忙，不经常跟家人
相聚，春节假期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
起，在吃饭的时候，家人一起聊天，就
会问问侄子今年在读啥专业大几啊，还
会问外甥女她们拍拖没啊、毕业以后做
啥啊，也会问问他们学习成绩怎么样、
在学校表现如何啊之类。就是希望他们
能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李先生表示
很不理解，虽然“60 后”跟年轻一代人
有代沟，老一辈的趁着春节回家多联络
感情，关心晚辈生活也是人之常情，怎
么就成了“嫌人”了呢？

●●操操心心33
太多无奈和心酸
家住河南的罗女士，为了拉近与远

在江西上大学的儿子之间的距离，原本
对于手机几乎一窍不通的她，学会了使
用微信朋友圈，时常关注儿子的动态。
她说：“儿子原本就不经常与家人沟
通，上了大学后更是很少给家里打电
话，只能通过这种渠道看看儿子最近在
干什么。有一次儿子在上课的时候发了
一条状态，罗女士一句“不认真上课，
还玩微信”的评论让她遭到了儿子的

“拉黑”。
好不容易等到儿子春节回家，罗女

士还没开口，儿子就捧着手机抱着电
脑，跟她关系疏远得像是陌生人。“只
是为了想了解他，和他沟通，缩小代
沟。”罗女士摇头道：“无奈伤心，没办
法。”

对于外出打拼的年轻人，回家过年的快乐之余，不禁发出感叹：又到了用嘴角四
十五度上扬微笑、回答各方亲戚朋友的尴尬时刻了，那么，在家人聚会时，亲戚们为
何会“‘问问’相逼，轮番轰炸”呢？

面对亲戚们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问不到的”“过年大拷
问”，许多年轻人亮出新招数。

防 拷 问 “恐归族”另有妙招

由于两代人之间存在不同的价
值观，对于老一辈的父母来说，受传
统观念的影响，再跟不上社会潮流，
有时不能理解子女们的想法，渐渐地
与子女失去了共同话题。而新一代
的“80后”、“90后”接受的新思想比
较多，比较追求个性和自由，同时大
部分年轻人还要面对在外地的工作、
生活压力，从而对父母的干涉会产生
一些反感。

对于这种现状，中国社科院人
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
对本报表示，在社会的发展中，传
统观念和新兴观念难免存在冲突，
在渐渐形成新的文化氛围下，这种
新的文化将老年人和年轻人两种观

念不断融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
沟问题。

张车伟建议，年轻人要设身处
地为家人思考，去了解老一辈的传
统想法，耐心地跟父母沟通交流，
弥合不和谐的地方。除了子女们单
方面的努力，父母也需要做出改
变，与时俱进，多关注社会热点话
题，拉近与子女的心理距离，才能
与子女们更好地相处，在与孩子团
聚时，要多一些安慰少施加压力。

年轻人，别管问不问，家总是
要回的。

为了家里的那份温暖，也为了
父母和家人的那份期盼，总之回家
过个团圆年才是最重要的。

专 家

让过年回家舒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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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22 调整好心态调整好心态

编个理由，能躲绝不出现，这也是促使“春节恐归族”迅速增多的原因。但总躲
着不回家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接纳自己现状的同时，把压力
转化为动力，把家人们的督促、关心都作为来年的动力。没有伴侣的人，可以在2015
年积极摆脱单身身份，争取做个“脱光族”；钱少的人，来年要更加努力工作。

●●策略策略11 假装蒙混过关假装蒙混过关

模糊附和，用“挺好”、“还不错”先敷衍回答，实在不行，用“呵呵，我先接个
电话”的方式先转变注意力，这种方式适用于任何状况。

除了故弄玄虚外，去亲戚家串门时，要先发制人，掌握主动权，主动跟亲戚们聊
起各种八卦、吐槽等，唠完嗑儿马上溜之大吉，不给他们提问的机会。在同学聚会
时，淡定地抛出“这年头谁还没几个备胎和暗恋对象啊”，让人真假难辨。假期结束
前，父母叮嘱你“下次带对象回家过年”，只需点头微笑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