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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份子钱
变成面子
的窗户纸
孙静波 本报记者 王颜

“陌生人”的纠结：

不太熟悉到底随不随

1 1 日中午，泰城市民
赵先生坐在电脑前，像往
常一样打开 QQ 时，却为
一条弹出的信息烦恼了半
天。原来，信息是一封电子
结婚请柬。看着请柬上的
名字和结婚照，赵先生想
了好长时间才想出发请柬
者是谁。“可能对方担心我
收不到，不仅给我发了封
QQ 邮件 ，还 发了 离线 文
件。”赵先生说。说起和这
位朋友的交情，赵先生回
忆起五年前在山东省几所
高校联合组织的一次夏令
营上的相识经历。“我们被
安排到同一个宾馆房间，
一起住了七天之后只留下
一个 QQ 号就断了联系。”
赵先生看着存在电脑上的
电子请柬无奈地说，如果
去的话又要随 2 0 0 元，可
对方都已经给发了请柬，
不 去 又 显 得 自 己 太 不 仗
义。“这一个月光份子钱我
已 经 随 出 近 3 0 0 0 块 钱
了。”赵先生无奈地说。

在泰城某机关单位工
作 的 小 王 也 面 临 这 个 问
题。小王介绍，去年她考进
了现在的单位，到现在为
止已经随了七八份份子钱
了。说到这些，小王不禁抱
怨起来，单位有人结婚都
是逐个科室下通知，但她
到单位时间短，几乎没跟
太多的人打交道。“有时候
即使结婚的人不认识我们
也得随啊，总不能领导随
手下人不随吧。”小王苦笑
说，因为这种情况，每次她
只随 100 元，但不去吃饭。

对于这种现象，小王
认为，现在随份子钱的范
围越来越扩大，只要曾经
打过交道，哪怕一面之缘
也会在结婚的时候送上请
柬。对于掏钱人来说，这请
柬真是“烫手山芋”，虽然
关系还没熟到随钱的份儿
上，可不随又过意不去，左
右为难。

朋友的纠结：

随少了以后还如何交往

郭先生是泰城一名普
通的退休工人，每个月的
退休金 300 0 多元，然而十
月初的四场婚礼，却已几
乎将他当月的退休金全部

“掏空”。说起国庆节参加
的婚礼，郭先生既高兴又
略带惆怅。郭先生说，他孙
子是在国庆假期结婚的，
当 时 他 和 老 伴 给 了 孙 子

1000 元。老伴的侄子结婚，
他们又随了 20 0 0 元。“过
两天朋友的孩子又结婚，
已经给我们下请帖了，400
块钱又随出去了。”郭先生
感叹道，现在物价高了，一
桌酒席就得七八百，少了
真是拿不出手，但拿多了
又感觉心疼。

“以前总觉得随份子
是参加工作后才有的事，
没想到国庆节前后竟然一
下子接了三份请柬。”山东
农 业 大 学 大 四 学 生 陶 娟
说。陶娟说，三份请柬有以
前的高中同学，也有高几
届的师兄师姐。“一般发请
柬的都是关系不错的同学
或朋友，不过不能再打着
随份子的理由和家长要钱
了，只能动用自己的生活
费，关系好的就得三四百，
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这么随
完了。”陶娟郁闷地说。

陶娟认为，现在大学
生也已经成为随份子队伍
中的主力，从老师到同学，
虽然表示了情意，却给自
己的生活带来了影响。“有
几次因为随份子钱，不得
已吃了好几周方便面，毕
竟学生都是没有收入来源
的 ，但 念 及 师 生 恩 ，同 学
情，遇到这种情况很难回
避。况且以后大家还要继
续相处，处理不好就容易
引发尴尬和生分。”山东农
业大学大四学生吴宇哲苦
恼地说。

“关系好应该随份子，
毕竟结婚是一件喜庆事，
应该送上祝福，不过随多
少真是令人很纠结。”在机
械公司上班的王慧说，由
于最近结婚的朋友多，她
已经随了 200 0 多元，过两
天又有朋友结婚，本来打
算少随一点，但细细一想
平时关系都不错，如果随
得少以后还怎么跟人家做
朋友。

已婚人士的纠结：

新同事结婚“挨宰”

单位、公司新人越来
越多，在随份子方面，也让
一些已经结婚的“前辈”们
颇为头疼。

康先生在一家有 30 0
名员工的企业工作，从国
庆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
人 到 科 室 下 结 婚 喜 宴 通
知。“单位不断来新人，这
也意味着以后要参加越来
越多新员工的婚礼。随份
子是件礼尚往来的事情，
但我已结婚好几年，孩子
都会跑了，这些钱就是白
随了。”康先生苦笑着说，
现在最低就得 2 0 0 块钱，
这样下去真是随不起。

结婚已经五年的张伟
同 样 遭 遇 了 随 份 子 的 苦
恼。“也真是巧了，单位上
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婚
礼频繁得简直就是从年头
到年尾，关系好的要随多
一些以表情意，关系一般
的还不能不随。”张伟称，
现 在 年 轻 人 之 间 随 份 子
钱，关系好了就要六七百
甚至上千，关系一般的也
得二三百元。“前段时间不
是国庆节嘛，好不容易放
个假还得参加各种婚宴，
本来这个月就很拮据，因
为照顾人情，关系好不好
的 一 律 都 得 把 份 子 钱 随
上。”张伟纠结地说。

泰城一事业单位办公
室主任感叹，说到随份子
最纠结的应该是单位的领
导，员工结婚下请柬肯定
不能落下领导，即使是个

“芝麻官”也不能落下。每
年收到的请柬就得二十份
之多，关键是不知道谁规
定的，领导要比手下随得
多，不然面子上也过不去。

民俗专家：

别让情谊为份子钱所累

泰山学院民俗专家李
建说，民俗学有一种“婚姻
资助理论”，也就是说在新
人结婚组成家庭时，亲朋
好友会给予一定的物质资
助，这代表着一种祝福。现
在随份子也体现了一种社
会交往，不过现在随份子
已渐渐失去了本意而成为
一种变相攀比。随份子虽
说 是 一 种 礼 尚 往 来 的 方
式，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
感情。可随份子钱多钱少
并不重要，关键是情义。有
些人把份子钱用来衡量情
谊轻重，就不是件好事了。
有时候过多地搀杂了物质
方面的东西，反而不利于
人际交往，成为情谊的负
担。

据了解，随份子最初
是家族行为，婚礼是一种
人生仪式，属于比较私密
的行为，后来演变成一种
社会行为。婚礼和其他一
些节庆仪式一样，成为礼
尚往来的场合，随份子、收
份子更多的是一种人情往
来。随着随礼的次数增多，
人们感到随礼不是在增进
友谊和情感，好像是在相
互交易着什么。你送他，他
送你，搞得大家频繁吃着

“自助餐”，自己花钱吃自
己的饭，互相浪费金钱。虽
然 主 客 双 方 都 不 愿 意 这
样，但碍于“面子”，没有人
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就
此随礼性质也变了味道。

看着 QQ 邮箱中跳出的电子请柬，泰城
市民赵先生不由得叹了口气，这已经是他
10 月份收到的第 12 份结婚请柬了。“送请柬
的是我大学时参加夏令营认识的，那时住在
一个宾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赵先
生无奈地说。

十月是结婚的旺季，不少市民都收到了结婚请柬，然而
在收到请柬的同时，许多人也纠结着，不熟悉的朋友到底要
不要随？如果随，要随多少钱，碍于面子随少了会伤感情，随
多了又会伤钱……这都成为令人纠结的问题。当传统民俗
演变成了“面子事”，这层窗户纸捅还是不捅就更使人头痛。

说起份子钱，老一辈
有说不完的话。与现在的
份子钱更重钱相比，他们
不比排场和阔气，更多的
是通过简单的形式表达祝
福、沟通感情。

今年 67 岁的于先生回
忆说，他们那时也随份子，
毕竟结婚是一件喜事，要
给新人们送上祝福，不过
不是随钱而是随物品。十
几个人凑在一起，每人两
块钱，给新人们买上一对
暖瓶、脸盆等。“那时候结
婚通知的范围也很小，像
我们车间如果有结婚的，
在哪个组，就通知哪个组
的人，不会向现在这样通

知全车间、甚至全厂。”于
先生笑着说。“盆子、暖瓶、
墙画都送过。”在泰山广场
上 照 看 孙 女 的 一 位 老 人
说，她们那时甚至一双袜
子都成为结婚时的礼物。

“像我们那个时候，随
十几元就算是多的，最多
的情况是单位集体凑钱给
新 人 买 一 些 生 活 用 品 。”
19 8 7 年结婚的张女士说，
据张女士称，尽管那个年
代随份子钱并不多，但还
是有不小的压力。“那个时
候都不怎么有钱，不过但
凡扯得上关系的，结婚都
会下通知，但凡下了通知
的，就算不随份子钱，也得

买一些生活用品，而且那
个 时 候 单 位 上 都 是 年 轻
人 ，一 年 到 头 压 力 也 不
小。”张女士回忆说。

回忆当初结婚时的情
景，196 8 年结婚的郭先生
禁不住笑了起来。在那个
年代，只有亲戚和很要好
的朋友才随份子，并且最
高 5 元。“在特殊的年代，
我结婚时没有人随钱，也
不流行随钱，因为是文化
大革命时期，流行送书送
思想，我们收到了不少革
命 书 籍 。”郭 先 生 比 划 着
说，结婚时收到的革命书
籍摞起来有近一米高。

老一辈的份子钱趣事

结婚时收了一摞书

20世纪 50年代

“凑份子”添家用

当时很流行“凑份子”。单位一
个班组或一个科室里有同事结婚，
大家集体凑钱买东西，作为参加婚
礼的随礼。一般都是每人出两三块
钱，买的都是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有镜子、床单、枕巾、被面、暖壶、脸
盆等。

20世纪 80年代

一个人随 10元就算多的了

那时候结婚女方要求男方的
最高标准简称为“三大员”，就是
说：本人技术员，工资超百元，政
治面貌是党员。当时结婚酒席都
是在家里自己办，就几桌，所以花
费不多。那时还不流行买房，都和
父母住在一起。“凑份子”从生活
必需品转变成生活用品与装饰品
兼有。有合着送大镜子的，还有送
挂墙上的玻璃艺术画的。当时生
活水平与收入水平都有限，随 10
元就算多的了。

20世纪 90年代

关系不错的朋友随 100元

那时候结婚开始流行到饭店
去摆酒席，也流行照婚纱照和婚礼
录像。房子是分的，没怎么装修。当
时流行送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
还得外加电视机、洗衣机、录像机
这三大件。同事随礼常规是 50 元，
也有给 80 元或 100 元的，这已经
是关系很不错的朋友了。

21世纪初

送红包没有低于 200元的

现在结婚都讲究一步到位，
最大支出是买房，双方都是独生
子女，对于婚礼这件头等大事，双
方父母都特别重视，也能在经济
上提供鼎力支持。房款就是双方
父母出的或大半由父母掏的首付
款，装修和其他费用大部分也都
是父母出。在随礼上，红包金额没
有低于 200 元的，400-600 元居
多，这都是正常价位，更有甚者达
数千元。

不同时代的份子钱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