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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梅花

香雪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说，彩
礼的历史很长，中国不论南北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
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金钱和礼品的习俗。

专家表示，彩礼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但现代社会如果
要求彩礼过高甚至出现“天价彩礼”，肯定是一种陋习。这
样的陋习仅靠政府一纸禁令很难改变。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农村高额彩礼虽是传统
习俗的遗留，但前些年一些党员干部大操大办也带坏了社会
风气。应当依据党纪政纪，严格限制或禁止党员干部以任何
方式参与大操大办、助长“天价彩礼”陋习的行为。“从党
员干部抓起，有助于扭转‘天价彩礼’不良社会风气。”

目前，在“天价彩礼”问题上，多地已针对党员干部出台

一些惩戒措施。比如，四川金阳、河南濮阳、山东淄博等地都
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党政工作考核管理，并规定对无视和违
反规定大操大办的党员和公职人员将进行党纪政纪处分。

一些专家表示，农村十里不同俗，各个村都有自己的特
点，要鼓励村民自治，让村级成立红白理事会，以村规民约
的形式移风易俗。

专家认为，针对高彩礼这类问题，应善于运用“软行
政”的手段来解决农民“穷讲究”的问题。陈步雷说，“软
行政”是指说服、教育，以倡导为主，不能强加干涉。应从
转变思想上下功夫，让“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
逐渐在乡村扎根，从根本上破除嫁女“待价而沽”的顽疾。

（据新华网）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超山风景区5万多株
梅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白梅、朱砂、红梅、绿萼

等四五十个品种的梅花纷纷
盛开，呈现出“十里梅花香
雪海”的壮观景色，吸引各
地游客前来踏春赏梅。

图为游客在欣赏超山景
区“十里梅花香雪海”的景色。

徐 昱摄
（新华社发）

“重温 N 遍，依旧热泪盈眶。
父母在，陪伴就是幸福。”“润
弦”的留言是万千网友跟帖中的
一条。农历腊月二十九，由郭冬
临、宋国锋主演的小品 《老爸我
爱你》 在辽宁卫视春晚首播，瞬
间引爆了各年龄段儿女心中浓浓
的父母亲情。

这是一个追寻亲情的故事。
孜孜以求，求之不得。父亲失去
了记忆，连儿子都记不得了。为
了配合治疗，儿子通过穿越回婴
儿出生、孩子上学、结婚成人三
个不同人生场景，努力唤回老爸
的记忆。最终，治疗在即将成功
的一刻功亏一篑。这样的一部喜
剧真情小品，不仅让现场的观众
为之动容，更令场外观赏者流
泪，可谓燃爆泪点。

小品之所以能感动人，是因
为戳中了人性中的“痛点”。伴随
着我们的长大，父母也在变老。
他们不仅多了皱纹、多了唠叨，
更会多了疾病。甚至如同小品中
的父亲，连子女都不认识了。可
他们最牵挂的无疑还是自己的子
女，他们能够分得清子女小时候的
模样，更能记得住子女成长中的点
点滴滴，可唯独会忘了自己是谁。

人生中有许多的无奈，比如
时光的飞逝，比如突发的灾难，
比如疾病的百般折磨……这些不
仅让我们自己尝尽生命里的酸甜
苦辣，更牵动着父母的神经，这
就是父母之爱。即便我们脸上有
了皱纹、头顶有了白发，可在父母心里，我们依旧
是那个长不大、随处跑、会惹事的“小宝宝”，以至
于在他们的梦里我们都是小时候的模样。

人生没有彩排，也不会穿越，真情的珍贵之处
就在于“过午不候”。“子欲孝而亲不在”讲的就是
这个道理。看到小品中的父亲，我们很自然地联想
到自己的父母，更或者联想到自己。父母养育我们
长大成人不易，学说话时的不厌其烦，学走路时的手
把相扶，病痛时的不离不弃，叛逆期的苦口婆心……
这就是爱，而这种恩情我们一生也报答不完。

可是，我们又为父母做了什么？每当遭受委屈
时我们会想到父母，每当年节时我们才会孝敬父
母，大多时候会以工作任务重、学习压力大、经济
太紧张、距离太遥远等等为借口，不让父母多管多
问，一年到头也不跟父母通一次电话。我们的行孝
尽孝，只停留在口头、心里、朋友圈里等，而远在
他乡的父母可曾感知到？

《老爸我爱你》“响”了，随着网络和自媒体的
传播持续发酵，各地观众对着电视、网络、手机，
一遍遍地笑着、哭着，奔向最亲的父母。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距离的远隔，我们又会淡忘了父
母亲情，显然不妥。小品引发的笑声和哭声，理应
唤醒儿女对父母的感恩和对自身孝道的反思。趁着
父母尚在，别再等了再忘了再忽略了，别让行孝尽
孝只停留在年节里。 （据人民网）

每年春节期间是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结婚“高峰期”。笔者近日在山东、河南、安

徽等地农村调查发现，婚嫁彩礼在一些地方动辄十几万元，普遍要求在城区买房，远

超一般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虽然有的地方出台了“彩礼指导标准”，但“硬杠杠”

难以管住“穷讲究”，“高价彩礼”并未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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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潜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潜山人汪贺为了结婚，
家里东拼西凑在县城买了房。但去年定亲时，女方要求汪贺
家给 12 万元彩礼。“他家情况一般，买房已经花光了积蓄，
又要十几万的彩礼，只能借钱了。”汪贺的一位亲戚说，现
在还只是定亲，后面还有办婚礼等花费，加起来超过 20 万
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负担沉重。

据笔者调查，安徽的情况并非个例。在鲁西南和豫东多
个县区，仍存在“一动不动”（“一动”是10万元以上的小
轿车一辆，“不动”是在市区有一套房子）、“万紫千红一片
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来超过15
万元） 等彩礼说法。在山东菏泽市、聊城市个别县区，河南
三门峡、新乡等多地，在县城或市区买房，已经成为农村女
方结婚普遍提出的要求。

在山东曹县干了36年村干部的王西义说，现在村里青年
人在外务工的多，结婚时基本都要求在县城有套房子或者村
里盖上 2层小楼。“曹县县城的房子差一点的也得 20多万元
一套，自己盖楼也得花十五六万元，再加上彩礼，农村结婚
20多万元算是‘起步价’。”

王西义说，当地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也就万把块钱，一家
三口不吃不喝得七八年才能攒够，所以农村结婚几乎没有不

“拉饥荒”的，“这两年日子好不容易有改善，娶个媳妇一夜
返贫。”

“很多老百姓好不容易攒了点钱，有点小本钱，可以用
在发展产业致富上，但高额的彩礼断了这条门路，导致一些
农民负债累累，生活困难，多年翻不了身。”曹县一名乡镇
干部表示。

1月19日，是河南省台前县后方乡后张村村民22岁的张
鹏和新娘许世秀大喜的日子。为推行婚事简办新规，村干部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男女双方最终将彩礼定在6万元，婚
事采用简办形式。“儿子结婚，以前也想跟人家一样大办，
现在不想啦！婚车6辆、婚宴10桌席、30块钱的酒、10块钱
的烟，都减了一半，以前都得20万块钱，咱这总共彩礼才花
6万块钱。”张鹏的父亲张西远说。

张鹏彩礼节省源于当地最近推出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去
年 12月 27日，河南省台前县下发 《台前县农村红白事标准
参照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等文件，要求进行彩礼控
制，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

事实上，除了河南省台前县，近两年来，四川金阳、山
东巨野、河南清丰等多地也划定了“彩礼指导标准”。这些出
台相关规定的地方，一般都把“彩礼指导标准”划定在6万元。

巨野县文明办主任李兵表示，倡导6万元婚嫁礼金是根
据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并和老百姓充分座谈调研后确认
的。“既考虑了传统习俗和承受能力，也想让老百姓养成一
种自觉行动，遏制‘天价彩礼’。”

“彩礼指导标准”等是否真能管住“高额彩礼”？笔者采
访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出台“彩礼
指导标准”只是一种引导行为，并非强制措施，在个别地区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元宵节前话年俗
张光茫

又 是 一
年春节到。对中国

人来讲，春节不仅意味
着走亲访友、觥筹交错，

还意味着漂泊心灵的安抚。春
节是由除夕、大年初一、元宵节

等一系列特殊日子组成的节日体
系，其中学问很多，值得探究。在团

圆、聚餐、亲情慰藉之余，抽一点时间
来读些“年味儿”的书，会让生活少一

些浮躁、多一些书香。
春节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有着特殊的

位置。萧放的《话说春节》，主要介绍了春节
的起源、演变、发展、习俗、现代意义等内

容。说春节特殊，因为它不像一般文化现象，
可以简单替换或改变。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
中，春节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承载着
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彭
国梁编著的《我们的春节》，提出“年”是一种古

代的吃人猛兽，磨牙吮血，先民闻之丧胆。终于
有神农氏手持神器将其降服，时值农历十二月三
十日。黎民百姓遂称这一天为“过年”，“过”
字含有去除之意，过年就是去除猛兽。流传至
今的过年燃放爆竹的习俗，最原始的意义就是
驱赶猛兽。

过去人们如何过春节？张志春的《春节
旧事》，图文并茂，记述了历史上中国人过
春节的各种风俗习惯、历史传说、诗词书
画、文史知识等内容。书中，带我们品

尝那令人回味悠长的“送社粑粑”、除
夕夜热气腾腾的饺子，感受家的幸

福味道。这一幅幅的图片，带着
我 们 重 拾 儿 时 的 记 忆 ， 贴 春

联、放年炮、讨压岁钱。《北
京的春节》一书，画家于

大武以国画的笔法，
艺术还原了老舍

先 生 笔

下 的 老 北
京。腊月初八吃腊
八蒜、腊月二十三祭拜
灶 王 爷 、 年 三 十 吃 团 圆
饭、大年初一逛庙会、正月十
五闹元宵……大人们的忙碌，孩
子们的热闹，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
人们的脸上，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
团圆气氛。

刚刚过去的腊月里也有很多春节习
俗，比如祀灶与年画。刘锡诚编选的 《灶
王爷传说》，讲述了关于灶王爷的传说。为
何叫灶王爷？供灶王爷为什么要用糖？张大
巴掌如何打出个灶王爷？灶神为什么只有一只
耳朵？书中为读者讲述了灶王爷的来历和祀灶
的习俗。所谓祀灶，就是送灶神 （民间叫灶王
爷） 上天，祈求灶神向玉皇大帝说下界人间的好
话，以保全家老小平安吉祥。谭红丽的 《年
画》，指出年画是寄托人们精神信仰及追求的重要

载体。书中认为，年画作为一笔传统文化的财
富，我们理当奉为遗产，并开掘其中的精神，丰
富社会文化。同时，年画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
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其中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中华民族的春节，很大程度上是神性文化
的传承。红苇的《神性记忆：中国年》具体说
到年的形象，指出：世俗说法用恐怖记忆
对年进行了“改写”，这样年就由神圣的吉
祥物变成了让人害怕的动物，抓住一点，
不及其余，年的真相便无缘得识了。过
年常说福来到，“中华年俗文化”编辑
部编的《福》 一书，对民间祈福、
纳福的相关习俗、文化内涵及
注意事项等诸多方面予以层
层讲析，内容通俗易懂易
于实践，适合对纳福
知识感兴趣的读
者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