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能把春节当“陋习”？

龙门 站e
杜绝强捐，还得常态化监管

今天是正月初九，该上班的人已经
上班。不过，没到正月十五，严格来说
年还没过完，那些与过年相关的话题也
仍在继续，其中就包括那篇网上热传、
备受关注的文章——《对不起，你们的
春节是种陋习》。

文章起于抱怨春运，主要观点是：
春节是对物质、人际关系需求的一种
集中弥补和代偿，其基础本是贫困与
匮乏——时至今日，应当“承认吧，它
就是一种陋习”。

对此实难苟同。
春节，在年轻人的生活里，难道仅是

吃点儿好的、穿点儿新的并忍受“逼婚”
吗？中国的春节，历久不衰，饱含的是传
统的价值观。春节期间的祭祀、团圆、孝
亲、祈福等，都是这种传统价值观的体
现。回家、过节，对多数人来说，绝对不是
无奈之下的选择，而恰是一种心底深处的
盼望：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

网上的文章对过年回家的年轻人
有一段描述：“放弃自己的个性，全面迁
就长辈们的生活习惯和品味，接受他们
的盘问和讥笑。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
是顺从和忍受。”当然，这种“顺从与忍
受”，被提到最多的大概要数“逼婚”。

问题是，“逼婚”，真的那么可怕吗？
成家立业是人生必经之路。过年

了，闲下来了，父母、亲友想聊聊心里
话，正常。此时你不让他们说，什么时
候说才算“最佳”时机呢？年龄适婚了，
长辈问一句、催两声，不过是嘘寒问暖
的正常关怀，就像天降温了叮嘱要多添
衣服，这个“逼”的力度能有多大呢？

控诉亲人在春节假期一拨儿拨儿地
“逼婚”，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时尚话
题。其实静下心来想想，如今20多岁的男
女青年，能有多少亲戚？电话、互联网这么
发达，父母催着结婚，平时即使见面少，该
说的也会说，春节多说两句又能有多吓人？

“逼婚”，在很多时候，成了男女青
年的一种“被害妄想症”。或者是自己
心中本已压力挺大、焦虑不已，别人问
了两句便产生过激反应。

中国的春节，像其他很多节日一
样，讲究的就是仪式感：祭祖上香是一
种仪式，亲友相问也是一种仪式，但这
些传统仪式，绝对不是什么“陋习”。要
说“陋习”，虽然春晚实在不好看，虽然
放鞭炮实在不环保，但大人、小孩一起
玩儿手机的场面，比起大家围坐着看春
晚、在午夜放鞭炮，更像是“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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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晚报，市民任先生带外地朋友
到汉光武帝陵游玩时被拉去强捐“功
德”，景区负责人表示“不知情”。目
前，相关部门已对该景区进行调查并
勒令其整改。对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类似任先生的遭遇，@阳光不琇
也经历过：有一年去老君山，被拉着花
了100元算卦。人家啥话也没给我说，
就递来一张事先写好的字条……栽过
跟头的还有@桐归于尽丶Yarina：上
大一时去龙门石窟，半道上被拉到一
个庙里上香……

更叫人生气的是，遇上这事儿多
半只能吃“哑巴亏”？@听雨宣-苏绿
发言：只要钱不是太多，就当是破财消
灾了。尤其是外地游客、学生，人生地不
熟的，还能咋样？@猫的嫁衣则说：关键
是取证难，对方硬要说没有强买强卖，
你也没办法！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想
到拿着手机录音、拍视频的。

不过，在@千山寒看来，景区“不
知情”的态度站不住脚：“男道士”和功
德箱就在祠堂里面，怎么可能发现不
了？这又不是在景区外面摆摊的小贩，
他干什么景区能不知道？@一页西国
补充说：这个祠堂承包出去了，难道就
不管承包者要干啥？合同上没写经营
项目吗？@喊我黄三金猜测：说不定这
里面也有景区抽成？疑问太多，不解释
清楚，市民和游客是不会满意的。

除了强捐“功德”，@陈渡归
1988 还有很多要吐槽的地方：国内
的不少景区都存在门票太贵、客流
量控制不住等情况，我已经丧失了
去景区旅游的兴致了。@秋刀鲤鱼接
过了话茬儿：从某种程度上讲，强捐

“功德”和“天价大虾”没啥区别，都
可归为强买强卖一类。@珊子继续冬
眠了总结：景区和商家垄断了话语
权，游客只能被动接受了。

“虽然现在相关部门已勒令该
景区整改，但最终能收到怎样的效
果还不好说。”@三尺万卷认为，“突
击调查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震慑作
用，关键还是要有常态化的监管。”@湖
南女子学院张闻骥最后说：之前有
多个景区因违规经营被摘牌,是否可
照此建立起更完备的景区考核机
制？在严厉惩处违法者的同时，也应
对景区管理问题追责。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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