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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19日，记者在济宁城区
一家酒店看到，门口的LED

屏幕上滚动着恭祝金榜题
名的信息，旁边迎宾牌上
写着“王府升学喜宴”。一
入喜宴大厅，被彩带装饰
的一张桌子摆在宴厅一
侧，桌上贴着写有“帐房”
二字的大红纸，两位市民
正忙着做登记。

“这一家摆了十桌，桌
数算是中等的。进入8月之
后，接的基本上都是升学
宴，有的能摆接近20桌，比
一些婚宴摆的桌数还多。”
酒店的邓经理告诉记者，
周五、周六和周日的升学
宴最为集中，几乎每天都
处于饱和状态，现在需要
提前半个月开始预约。“十
年 寒 窗 宴 、步 步 高 升
宴……不同的宴对应不同
的标准，每桌最少也要700

元。”邓经理说，宴名都是
图个好听和吉利，只是为
原来的标准披上了一件外
衣，菜品没有太多花样。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
古槐路上的一家酒店，该
酒店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进入8月中旬以来，
升学宴达到了一个高峰

期，平均每天都能接待近30

桌。“曾经有一家摆了20桌
升学宴，赶上了一场小型
婚宴的规模。”该工作人员
介绍，宴会厅加上包间全
都用上了。

升学宴的火爆，也超
出了酒店的预料。“至少提
前5天才能够确保有包间的
位置。”该负责人说，除了
在排场上赶超婚宴，在价
格上也接近婚宴的标准。
记者了解到，在该饭店办
理婚宴一般选择999元/桌
的标准，而不少家长操办
的升学宴也达到了这个标
准，截止目前，该酒店接到
一万元以上的升学宴有3

个，5000元以上的有5个。
在另一家酒店，进入8

月，他们的业务清单中，
升学宴占了七成。“现在
的家庭，不管孩子考得学
校好还是不好，都会摆升
学宴，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特别的集中，提前半个月
预约都可能没有位置。”
酒店经理孙杰告诉记者，
现在只要是有一定规模、
菜品质量好的饭店，几乎
每天都有家庭摆升学喜
宴。

一提到升学宴，市民
刘先生就有些头疼。上周，
他参加了5个升学宴，每场
升学宴至少要随3 0 0元礼
金，而他一月的工资也就
3000元左右，一半的工资都
用来应酬升学宴。“前段时
间天气太热，现在又快开
学了，所以都集中到近期
了。”刘先生说，现在升学
随礼的钱都快赶上结婚的
礼金了，普通关系也就随
个200元，但现在实在拿不
出手，特别是领导的孩子。

对于刘先生来说，参
加升学宴有些无奈。“现在
我孩子才几岁，等着我孩
子上大学时，他们都已经
退休了，这些礼金很有可
能就收不回来了。”刘先生
说，有时候真有些不情愿，
但是也没其他应对办法。
和刘先生遇到相同情况的
市民不在少数，有的市民
在这一个月内，三五千已
经随了出去。

“2005年以前，喜宴基
本上就是婚宴和喜面，很
少有来吃升学宴的；到后
来慢慢发展到家人亲戚在
一起摆两桌庆祝孩子考上
好大学；这几年，升学宴的
邀约范围就扩大到了朋

友、同事等，有的家庭能摆
出20多桌，这跟婚宴都差不
多了。”干了十多年酒店经
理的孙杰告诉记者，升学
宴现在俨然成为一种社会
风气。

“孩子考上大学，是全
家欢喜的好事，所以家人
一起吃饭庆祝很正常。但
是我觉得不应该这么隆
重，几年前的升学宴也不
叫升学宴，就是亲戚们一
起吃饭为孩子庆贺。现在
是朋友、同事、邻居甚至朋
友的朋友都叫过来。你来
我往，成为了一种社会风
气。”孙杰说，庆贺金榜题
名之喜本是无可厚非，只
过多讲究人数、排场，会让
喜宴变质，联络感情、加重
人情债，甚至可能会成为
官员钻空捞油的新渠道。

“谁有这么大的精力
天天参加这种宴会，但是
被邀请了又不好意思不
去。一场场下来，份子钱的
负担也很重。”今年60岁的
马建立说，很多人好不容
易过个周末，时间全花在
喝喜酒上了。“物极必反，
我觉着升学宴还是需要有
节制，没必要非花这么多
钱摆大排场。”

酒店满是升学宴

规模档次堪比婚宴

一周五场升学宴

连钱包都受不了了

一酒店LED屏幕上滚动着升学宴的信息。高雯 摄

本报记者 庄子帆 见习记者 高雯

一入8月，家有“金榜题名”学生的家长们就开始张罗着为孩子大摆升学喜宴。除了邀请亲
戚，朋友、同事等也一并盛情相约，有的家庭升学喜宴能摆出近二十桌，几乎盖过了婚宴的气
势。不少酒店要提前半个月开始预约，周末的中午和晚上基本都处于饱和状态。疲于参加升学
宴的市民疾呼负担重，过度讲究排场的升学宴变成了“升学厌”。

“礼尚往来”中易滋生歪风

应制度约束与文化引导并行

专家观点

参加升学宴的次数越来越多，
礼金也是水涨船高，让很多人都有
些吃不消，而在升学宴背后的礼尚
往来却陷入了一种怪圈。“家中的
孩子通过努力考上大学，请亲朋好
友吃顿饭庆祝一下，这种形式本来
无可厚非，但现在升学宴或多或少
地掺杂了一些其他‘非正能量’的
东西。”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修建军说，升学宴背后，其
实隐藏着大家的感情负担，以及不
情愿。

修建军教授说，如果在同一单
位工作的同事孩子一起考入大学，

一些同事举办升学宴，而要是有人
不办的话，在大家看来就很奇怪，
即使有参与的同事不太情愿，但也
在怀疑同事不办的理由，不办的同
事为了与大家保持一致，自然也加
入了举办升学宴的行列。“这种情
况，对于收授双方都有负担，收的
人还得花心思想着怎么还，送的人
还有些不情愿。”修建军说。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普通职
员参加领导举办的升学宴，有时是
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去随礼金，担心
自己不做之后会受到一些不公平
的待遇。”修建军说，作为领导要传

递一种“正能量”，做到上行下效才
能够树立良好的榜样。

长时间以来，升学宴越来越
讲究大排场、高礼金，已经形成
了一种社会风气，在短时间内很
难改变。“人情来往，不一定只通
过金钱、奢侈品的赠送来表现，
可以通过互帮互助来表达。”修
建军说，除了需要舆论的正确引
导，最好能够有制度性的约束，
禁止一些不良风气的蔓延，同时
通过文化引导，树立正常的社会
风气，也给大家一个空间来处理
人情来往。

升升学学宴宴愈愈演演愈愈烈烈
让让人人感感觉觉难难承承受受
有感情使然、也有不情愿，有的市民一月随礼数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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