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商推动重庆开启万亿“新零售”大门
可以“看穿墙壁”的三防手机是“重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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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年轻人拒绝“随份子”
要面子还是要里子？

随着年龄增长，年轻人发现每逢节假日，需要自己代表家庭出席的场合逐渐变
多，从婚丧嫁娶到乔迁过寿，随之而来的，是一笔又一笔的份子钱。越来越多“人不
到钱也得到”的场合，让年轻人直呼“实在绷不住了”，还有网友调侃，“份子
钱成了‘工资回收机’。”

被份子钱“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年轻人，开始拒绝份子钱，有的人和
朋友们约定“互免”礼金，接到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的请帖也不随份子，
对于领导的邀约甚至直接拒绝。

拒绝份子钱的年轻人，他们更想让周围的人明白：自己并
不是给不起份子钱，而是比起份子钱的面子，更

在意的是情谊的里子。

①
这届年轻人
逃避随份子

几乎每到长假，与“份子钱”“请
帖”相关的话题都会登上热搜。继去
年“国庆前收到21份结婚请帖”的话
题登上热搜后，今年五一，再次迎来举
办婚礼的高峰期。

今年五一期间，在杭州工作的木
木收到了5份婚礼请帖，地点分散在
4个城市，包含了 2个发小、大学同
学、研究生同学以及同事，都得随份
子钱。其中2个发小分别要给1000
元红包，剩下3场各给600元红包，加
在一起近4000元。

今年尤其难抢票，木木的出行安
排中，包含了顺风车、高铁、租车等各
种交通方式，再加上住宿费用，总花费
超过7000元。

木木的工资每月1万多元，没有
太多积蓄，“整个四月都是在给份子钱
打工”。她算了一笔账，到了下半年，9
月扎堆升学宴，10月又是婚礼高峰，
算上乔迁、过寿等各种需要出份子钱
的场合，“都快随不起份子钱了”。

有一批和木木有相同心境的年轻
人，开始拒绝随份子，并视其为“社会
人”的必修课。

禾涛就经历过几个阶段。刚毕业
的前几年，他当时收到很久不联系的
同学和亲戚的结婚邀请函链接，自己
收入又少，经常委婉地“哭穷”，并常以

“正好在出差”“单位不让请假”“已经
有别的安排”为由推辞，不随礼，只祝
对方新婚快乐。

直到有一次，一个之前删了自
己联系方式的小学同学，突然重
新加回微信，寒暄几句后发来一条
婚礼邀请函的链接，禾涛就再也没有
回复消息。从那次开始，禾涛就开始
很坦然地拒绝点头之交的婚礼邀约。

面对公司同事和领导的邀约，
今年刚工作两年的欢欢也选择直接
拒绝。今年2月开始，她已经拒绝了
4位同事的随礼邀请，其中一位是直
属领导。为了不造成误会，她会在
平时聊天时不经意透露出自己的随
礼原则——不仅同事不随礼，朋友
之间也会“互免”（互相不随礼）。
她也相信，同事“应该不至于因
为不随礼就区别对待自己”。

老家在四川宜宾的慧
茗，则是从去年开始，彻底
放 弃 了 向 亲 戚 朋 友 随 份
子。去年，她的父母不幸过
世，办葬礼时，她生怕哪个环
节出岔子，严格遵照母亲留下
的“随份子记录”去邀请人，最后
收回来的份子钱数额不到 2万元。
自此之后，慧茗感觉作为新一代的
年轻人，不应该再因为人情世故给
自己徒增烦恼，于是决定以后都

不再参与随份子的活动。“不一定非
要所有人都认可你，你的朋友自然会
理解你。”慧茗说。

②
年轻人为啥
不想随份子？

该不该随份子，怎么随份子，随多
少份子？这些让人头疼的难题，逐渐
形成了一套复杂难懂的“份子学”。

随礼不只是亲疏关系，对方所在的
城市、工作，以及对方上一次给你的礼
金数额、中间间隔的年数、其他人的随
礼数量等，都是份子钱的重要参照物。

在木木的记忆中，父母有一个账
本，每次随完礼都会记录，眼看着记录
的数字从五十、一百变成500元以上，
现在有时随500元可能也不够；更难
受的是，有一次她和另外三位同学说
好了一起随600元，其中一个人临时
变卦发了1000元，她莫名成了“关系
不亲”的那个。

还有不少人因为份子钱问题产生
隔阂甚至翻脸，这也直接导致年轻人
不想随份子。

禾涛有一位朋友今年办婚礼，就
遇到了两件尴尬事：这位朋友5年前

随出去400元份子钱，对方却在今年
只回了200元礼金，同时表示“找不到
当年的聊天记录了，意思一下”；另一
位朋友3年前随出去了600元礼金，
对方却在今年只回了一份标价1000
元的公司礼品兑换券。

还有一些“不婚主义”的年轻
人，出于不回本因素的考虑，份子钱
被看作是“单身税”，遭到他们的反
对。“一旦开始随份子，很多决定会
被牵制。到时候即使我不想办婚
礼，父母也会让我办一场，不然随出
去的份子钱收不回来，所以从一开
始我就不掺和。”欢欢称，对于不打
算结婚、办婚礼的人来说，份子钱显
然是一种不明智的投资，自己近两
年也开始劝说父母不要随太多份子
钱，免得亏太多，但两代人之间的观
念，差异实在太大。

如今的份子钱，随着物价飞涨而
数额渐长，但其中包含的情谊却被认
为在逐渐贬值，掺杂着目的性甚至功
利性，“人不到钱也得到”，日渐成了
一场友谊亲情的情感绑架和圈子之
间的“付费社交”。

禾涛就观察到，日常不来往的、甚
至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同学亲戚，一旦
要办宴席就会突然联系，份子钱仿佛有
一种“还人情”的强制意味。后来，他本
人几乎算是和亲戚们断了情感连接，爸
妈若不提起，自己绝不追问。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远离家乡、
不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在择友、工
作、搬家、亲密关系等选择上，更加追
求 自 由 。 国 家 二 级 心 理 咨 询 师

Elaine称，“他们居住的环境和空
间不断变化，也不依赖于传统
的熟人社会，这也使得他们变
得更加独立、自主。”

随着广泛意义上的“断亲主
义”（年轻人越来越疏于与亲戚产
生情感联系）的流行，年轻人认为
随礼成了一种绑架，拒绝出份子钱，
成了他们反向筛选社交圈和职场圈
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也在帮助他们重

新获得某种远离世俗人情的自由。
“不管社交还是工作，都是一个相
互选择、相互筛选的过程，如果我
的同事、朋友、亲戚因为我没有送
这笔钱而对我有了嫌隙，我也不
愿意让他们成为我的圈子里面的
人，我会因此主动把他们筛出
去，而不是让他把我筛出去。”
禾涛称。

③
我们还需要
份子钱吗？

令年轻人苦恼的份子钱，有久远
的历史。现在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份

子钱的发起人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在
《教民榜文》中说：“今后本里人户，凡
遇此等，互相周给。”比如，以后谁家结
婚但钱不够，就邻里乡亲每户出一贯
钱，以后家家户户轮流支援，大家都能
结婚办事。可以看出，份子钱的本质
是一种众筹。

但到了今天，人们几乎不再需要
邻里支援才能办得起婚礼，份子钱的
实用价值正在减弱，那么，现在还需要
份子钱吗？

Elaine指出，当代的年轻人个体
意识越来越强，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
化，份子钱维护社交关系的作用大幅
度降低，它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已经
不再契合，以利换利的份子钱势必会
逐渐消失。

另一方面，过去的社交关系相
对稳定，份子钱更像是一种等价交
换的社交维护方式，有进有出，而现
在社交关系本身也变得动态，维护
感情和发展社交的方式更加多样，
份子钱现在更像是习俗人情下的约
束，过度强调份子钱，容易给亲朋好
友造成负担。

实际上，在一些地区，不收礼金正
在成为一种新的风俗。例如广东不少
地区结婚时不收份子钱，主人家接到
客人的红包，摸一摸或者折个角，表示
收到了祝福，接着直接退还。

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开始流行“互
免”，朋友轻轻松松赴宴即可。慧茗就
提到，以后即使自己要结婚，也会办一
个不需要亲戚朋友随礼的婚礼，“我的
婚礼只是用来官宣幸福的，如果大家
都来随礼，和前来吃个自助餐再AA，
有什么区别？”

不过，不少年轻人深知，不送份
子短期内不会成为主流趋势，因为这
种“你来我往”的习俗有很强的惯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会被老一辈干
预，想要彻底不随份子，还需要时间。

“尤其是我哥哥的转变，让我很吃
惊。”禾涛称，他之前是完全不接受随
礼这种行为的，我也是受他影响才决
定不随份子，没想到去年他结婚之后，
在父母的影响下，也被迫卷入到送礼
的循环中。

Elaine认为，不随份子钱一定程
度上会促进人们建立更加真诚、良好
和健康的人际关系，未来在年轻人中
间会成为一种趋势。

说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更在乎的
是互相之间的情感链接，情谊比礼金
更重要。慧茗提到，自己不希望以随
礼的方式去维护情感，而是把感情联
络放到日常，不要把情感和礼金的多
少画等号。

“对方可能不会记得某某年他
结婚的时候你随了他多少钱，但他
可能会跟孩子讲，这套睡了10年的
被子，是我结婚的时候某某送我
的。”禾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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