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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对于目前来说，大
家都认为，份子钱可能没有那么容
易消失，不过我们不妨可以去倡导
更加健康文明的份子钱方式，比如
说广东地区那种几块或者几十块的
份子钱习俗，这种习俗反而更能让

大家接受，在不丢失传统文化的同
时，避免了更多矛盾的产生，何乐而
不为呢？

强化道德教育。在道德上，彩礼
和份子钱都应该体现出对新人的祝福
和关爱，而不是对财富的贪婪和攀

比。因此，社会各界应该倡导文明、简
约、健康的新式婚俗，反对铺张、浪费、
奢侈的旧式婚俗。推进制度创新。在
制度上，彩礼和份子钱都应该有一定
的规范和限制，以防止其过度发展和
滋生社会问题。

总之，份子钱之痛是一个需要全
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只有
从法律、道德、制度等多方面入手，
才能有效地改变高昂份子钱的不良
风气，让喜庆的婚礼回归到喜庆祥
和的本色。

份子钱的背后
□记者 张世彬

提起份子钱，大家都不陌生，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礼金。随着社会的发展，份子钱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在现代
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提起随份子钱，似乎成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烦恼，那么，对于份子钱
到底该怎么看呢？

近日，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走访。

说起份子钱，首先我们来了解一
下份子钱的由来，记者查阅资料了解
到，份子钱源于我国农业社会时期的
集资方式，那时生产力低下，大部分人
生活在同一个村庄，每逢婚丧嫁娶等
重大事件，需要邻里乡亲的援助，这家
给点钱，那家给点物，才能渡过难关。

在经济学上，份子钱被视为一种
原始的集资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集
合一笔资金，从而帮助有大事发生的
家庭渡过当前的难关，这种做法是有
其明确的市场根源的。

在我国清末民初，送份子钱成为
上流社会举办喜事必不可少的项目。

尤其是满族八旗子弟，为了体现身份
更讲究送份子钱的礼节。老舍先生的
小说《正红旗下》就描述过家里为了凑
份子钱发愁作难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但
是亲朋好友会送暖壶、脸盆等生活用品。

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富裕了，手
上也有了闲钱，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份子钱这种生活习俗和传统观
念影响着人们。送份子钱演变成为祝
福新人的方式和衡量朋友交往关系的
厚薄。份子钱之所以在现代社会这样
盛行，便是基于此吧。

记者走访中，家住市区的李先生
说，他今年 36 岁，在市区一家公司上
班，爱人是一名小学老师，他们有两
个孩子，大女儿 12 岁，小女儿 7 岁。
今年“双节”前后他们夫妻就收到4份
请柬，自己同事儿子结婚的一份，老家
亲属的两份，一个是女儿出嫁，一个是
儿子结婚，妻子收到一份同事结婚的
请柬。

“按理来说，收到亲戚朋友的请帖
是件高兴的事，可我们两口子却高兴
不起来，礼金怎么随，随多少，让我们
两个很苦恼，随多了自己家经济条件
不允许，少了又拿不出手，最后我们两
个商量，市里同事每家随200元礼金，
老家的每家随 300 元礼金，这样算下
来1000元钱，经济上还能承受住。”李
先生说，份子钱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同时李先生也表示，份子钱是人
们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人们根据
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给予不同数
额的份子钱，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
情感和祝福。其次，份子钱在社会
交往中起到维系人际关系的作用，
可是每年应接不暇的份子钱，实数
让人无奈。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通常在工

作状态稳定的地方，份子钱的压力较
大，而在人员流动性强的地方，份子钱
的压力则较小。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2019 年
发布的《国人工资报告》显示，国人除
了吃穿用学住行这六大开销外，人情
往来、请客送礼花销占工资的14.65%，
其中主要就是婚礼份子钱。

吴小可今年 26 岁，目前在市区
租房住，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一
年，花钱的地方多，也想买房买车，
而份子钱这样的支出，他几乎又是
无法拒绝的。

谈起此事，他说：“初中的、高中
的、大学的，要么是同事，适逢婚礼，总
不能不参加，尤其别人都出了，自己不
能不随礼吧；还有亲戚家的，多少都得

表示一下，自己现在都不是小孩子了，
也不能如原先一样，有父母‘罩着’。
总之，我是囊中羞涩，左右为难。更可
气的是，如今的份子钱，‘起步价’好像
还越来越高了。”

吴小可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他工
资月收入3600元左右，扣去生活费用
等支出，一个月结余大概有 1500 元。
如果收到一个婚礼邀请，随的份子钱

一般在500元左右。若要去外地出席
婚礼，那就还需至少几百元的路费。
这意味着，他辛苦工作一个月，几乎存
不下来钱。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把请柬
下”，吴小可说，这句话不是他编出来
的，是从网上看到的，这句话道出了他
们许多年轻人对份子钱的无奈和反
感。虽然说这些份子钱有来就有回，

但是份子钱过重，其实是增加了彼此
短时期的负担，可是“行情”就是这样
的，作为“局中人”的他又不能脱身退
出，所以只得“随波逐流”，跟着“行情”
走了。

据新华网一份调查显示，现在年
轻一代婚礼份子钱在500元至1000元
的占 32.5%，1000 元至 2000 元的占
23.1%。

那么份子钱在乡村又是怎样呢？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访了原阳县、封
丘县、延津县等县（市、区）。走访中记
者了解到，在农村，一般情况下，村民
往往会和本村大多数人有礼俗来往，
且不要说一个家庭有多少亲戚，单是
村里的乡亲，或者最起码的本姓本族，
他们的份子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而且数量一直在增加。

因此，在农村，每个家庭都会与
本村几十个甚至更多个家庭来往，而
这些家庭后面还连带着许多亲戚家
庭，那么每年每家所需要拿出的份子
钱就很庞大了。而在城市里，份子钱
往往是朋友和本单位同事间的来往，
其他的就相当少了。所以，份子钱的
平均次数，农村家庭已经超过城市家
庭。

采访中，原阳县的王先生说，十几
年前乡村收入低，那时随份子钱也就
几十块钱，但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却发
生了很大变化，一般都得随200元，少
了 200 元都觉得丢人，关系好的五六
百元都很正常。但十年前的份子钱只
有几十元钱，有些人回礼的时候还是
按原价给，这让人很不爽。为此，有些
朋友直接翻脸，有的则记在心。

“在农村的份子钱种类多是婚丧嫁
娶，这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一类，而
就是这些使得农村的家庭每年都需要
很多的份子钱，让人不堪重负。”王先生
说，希望份子钱不要成为我们的“负
担”，希望亲情、友情不要成为一场“交
易”，希望我们不再谈“喜”色变，期望有
一天亲情和友情能多点真情、少点铜臭
味。

据《证券时报》报道，我国长假期
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外出旅游
或者回老家探亲、放松自己的好时
机。不过，也有一部分人，因为要参加
多场婚礼，份子钱的开销，让他们感受
到了不小的压力。

另外，今年央视网《新闻+》记者

采访了3位国庆期间参加婚宴的年轻
人，他们都收到多场婚礼邀约，平均
场数在 2 至 4 场。不过，各地的份子
钱数额都有所不同，在广东地区，结
婚随份子只需 100 元，这令不少网友
直呼：“能不能请广东人民把份子钱打
下来！”

份子钱到底该怎么看？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大家普遍认为，目前份子
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中，
份子钱是一种感情的表达方式，而现
在却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一些人为
了追求更多的利益，甚至会通过各种
手段来索取份子钱，这种行为不仅违

背了传统习俗的本意，也给人们带来
了心理压力和负担。

但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使得人们
难以拒绝参与这种消费行为，这种
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
中个体经济自由与传统社会习俗之
间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