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还有几个三十？”“什么时候把女

朋友带回家？”每次高高兴兴回家过年，还

来不及高兴，就面对着父母的一次次催

婚，我甚至感受不到春节的喜庆和开心。

去年也是这样，为了回家跟父母过

团圆年，我有意识地在年三十才回家，一

进家门还是没躲过父母的催婚，那几天

我去了同学聚会，未能去亲戚家拜年，万

万没想到，在我返回广州的前一天，父母

又悄悄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原本在家

想陪父母好好吃顿饭，也未能如愿。当

女方来到我家，父母的理由非常充分，说

邻居比我小的都抱上了小孩，如果我还

在为事业拼搏，挣再多的钱也没啥意义，

说到最后父母竟然搬出“无后为大”这四

个字，让我无言辩驳。

父母的催婚，是对儿女的格外关

心。这无可厚非。但我真正想说的是，

希望父母对儿女多份理解，少一些自己

的意愿，而作为儿女，既要懂得父母那

颗永远不放心的心，更要明白父母的一

番苦心，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忙、顾不

上”等理由，而是让烦恼不再顺其自然

地往下发展。过年的时候，只有把一些

不必要的因素抛在一边，这年过得才有

意义，更有年味。

春节，我们一起呵护亲情，多份快

乐，少点烦恼。

说到催婚，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

起自己近20年前的那段催婚经历。

1996年军校毕业后，26岁的我，给

自己定下了“先立业，后成家”的人生

规划。次年8月，我调入某装甲团政治

处担任新闻干事。在团领导的支持

下，经过三年打拼，我在2000年夺得了

全师新闻报道工作的冠军，不仅立了

二等功，而且还提前晋职。

初次成功的喜悦，激发了我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的决心。一个星期天

的中午，我去饭堂吃饭时，碰到了担任

值班首长的团政委。他见到我时，一

脸诧异地问：“尹敏，今天是礼拜天，怎

么不去陪女朋友？”“政委，我还没找

呢。”我笑着如实回答。

当时，我已30岁，是全团光棍队伍

中的“大哥大”。虽然我没有什么危机

感，但团政委很着急，发动大家为我张罗

对象。那段时间，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相

亲专业户”。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终于

在一年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催婚是春节前后媒体关

注的一个热词。我想，如果不是血浓

于水的亲人，不是处得跟一个人似的

好友，谁还会为你结不结婚操心？只

要想到了这一层，那些所谓的烦恼还

值得计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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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分享催婚故事：

有一种幸福叫催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

陈琦雯）2 月 17 日，佛山市总工会新城职

工服务中心开展了“年画有情人——非遗

文化木版年画”主题联谊活动，为现场60

多位单身职工牵线搭桥，让他们的爱情不

再“流浪”！

该活动由佛山市总工会、市总工会新

城职工服务中心、佛山冯氏世家木版年

画、珍爱网联合举办。活动开始前两天，

主办方就开始对报名参加活动的单身男

女职工进行心仪速配，提前进行线上互

动。活动当天，嘉宾们通过“桃花朵朵开”

等破冰游戏的交流互动，相互认识，好感

度迅速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单身联谊活动

结合了“木版年画”元素。佛山木版年画

是中国华南地区著名的民间年画，是岭南

传统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它与天津杨

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淮坊的年画齐名，

是中国四大木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2006

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活动现场，佛山木版年画传承人冯锦

强师傅为嘉宾们介绍木版年画文化，随后

带领男女嘉宾们认识非遗作品、亲自体验

创作木版年画。“嘉宾可邀请异性一起拓

印年画，并分享自己的作品。”主办方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自由交流环节，男女嘉宾

可以跟现场有眼缘的异性交换画作，并借

由礼品向心仪异性发出邀约，以达到交友

的目的。

“现场的男嘉宾都非常风趣、有才华，

比如跟我同组的一位男士，他对美术的构

图、色彩勾勒等，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

解。”一位女嘉宾在现场说道。

活动中，平日里沉着稳重的男嘉宾，

纷纷大胆地向心仪的女嘉宾搭话，互有好

感的男女嘉宾现场交换了微信和电话号

码，让爱情萌动的两颗心能在活动后继续

进一步发展。

每到春节假期，单身青年难免

遇到各种“花式催婚”甚至“魔鬼式

催婚”，而各种“反催婚”攻略也层出

不穷。

在传统观念里，“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先成家，后立业”，“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攀比

和 从 众 心 态 也 让 父 母 们 不 甘 落

后，从子女小时候的学业到长大

后的婚恋和生育，总是“催”个不

停。

但从现代年轻人的婚恋观来

看，虽然也理解父母“为子女好”的

急切心情，却也不再完全认同过去

的那些观念。他们更看重恋爱和婚

姻的质量，不愿因为被“催”而将就，

不愿为了结婚而结婚，更相信顺其

自然，唯愿等到适合相伴一生的人

才谈婚论嫁。

时 代 在 进 步 ，婚 恋 观 念 也 在

改变。婚否婚否？对于年轻人来

说，应是自主选择。毕竟，催婚并

不是最有效的办法，有时甚至会

弄巧成拙，结婚也并不是为了向

父母完成任务。自己的幸福需要

自己做主，自己的婚姻应该自己

选择。

（来源：南方网）

春节充满欢声笑语，但也有一些甜蜜的负担。根据某社交平台的调查，春节期间最具

普遍性的“甜蜜负担”，就是催婚——“有女朋友了吗？”“什么时候结婚？”……下面几个职

工的催婚故事，既能反映几代人婚恋观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年轻人的内心想法。

佛山举行非遗文化木版年画主题联谊活动

让职工的爱情不再“流浪”

催婚，让我无言辩驳
主人公：文人墨客

有一种幸福叫催婚
主人公：尹敏

婚否婚否，应自主选择
主人公：叶丽明珠

春节返乡前夕，我去街头美发店准备理个

发。tony老师格外热情。

“帅哥，你哪里人？”

“我是江西人。”

“哪里？”

“赣州。”

“听说你们那的彩礼很贵啊！”

“额，是有点，20多万元吧！”

我迅速发现了他在我回答完之后那双瞪

得圆鼓鼓的眼睛。

以上的情景对话，我经常遇到，不禁感慨：

“难道江西赣州彩礼贵，全国人民都知道啦？”

我的老家在江西赣州的一个乡村。这里的

乡俗比较保守，彩礼是笔很大的数目。尤其是近

些年，随着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水涨

船高，彩礼普遍飙升到二三十万元。许多人听说

是赣州的女孩子，都得掂量下自己的口袋。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的父母亲

多年前就开始催婚。一直催到我30岁。眼瞅

着，亲朋好友该问的都问过了，没人再给张罗

介绍对象，更是急了。母亲不知道多少次明着

偷着抹眼泪。父亲急得没办法，只能对我骂，

50多岁已经白了整个头。每次春节回家，见到

家里双亲这样的，我又于心何忍？我从未想过

独身，只是还想再等等，看来也等不了了。

“我攒了十五万元，你赶紧吧。”回到家第

一顿饭，父亲就催婚了，将近30岁的我，无言以

对。又不想将就，又心疼父母，心里复杂得很。

第一顿饭就被催婚
主人公：贾爱国

■男女嘉宾展

示自己创作的

木版年画

陈琦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