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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不不敢敢回回家家 回回家家不不敢敢出出门门
没钱，没对象，没面子……“恐归族”各有各的理儿

春运的序幕一拉开，首当其
冲是抢票大战。“一票难求”道出
无数人的心声。

家住鑫隆帝景城的张磊，在
泰安求学，现在已经放假回家。据
他回忆，大一寒假时，他以为火车
票提前一天购买就可以，殊不知
火车票“可遇不可求”，座票早已
售罄，最后买到了站票，只能一

“站”到底，把自己累坏了。所以今
年放假，避免重蹈覆辙，他早早就
和舍友组团抱着电脑抢火车票
了。“虽然学校放假时间是1月12
日，但是在火车票预售期，我们就
开始在网上抢票。真心怕再‘站’
回家！”

对于放假时间较早的学生
党，春运购票压力相对较小。但对
于在广州工作的孙先生，腊月二
十七才放年假。平时上班根本没
有空闲买票，只好下班争分夺秒！
为了买一张2月5日从广州到济南
的飞机票，连续四晚睡觉前都蹲
守在电脑前不停刷新网页。

“一到过年，买张机票非常困
难！好的时间段，相对便宜点的机
票很快被抢光。各个网站显示的
机票很少打折，必须守着电脑苦
等，还要不停刷新。”

除了有“抢票难”的春运恐
惧，面对人山人海的挤车大军和
舟车劳顿的艰苦旅途，相信很多
人会用“人在囧途”来形容自己坐
车回家的心情。

家在东北黑龙江的王老师，
在弘德中学教书已有10年，可回
老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

“回家真的太折腾！我们家在
一个小县城，坐火车需要中转好
几个地方，不仅消耗非常多时间，
而且车厢的人爆满，又挤又乱又
脏。”王老师告诉记者，她对春
运“长途跋涉”的路途非常恐
惧，来回两次都要挤进“人潮”，
自己扛着行李又多又重，还要时
刻提防小偷，根本不能闭眼休息，
整个人身心疲惫，好多天都缓不
过劲儿来。

“春运压力”恐归：一票难求，回趟家“太折腾”

春节脚步临近，回家过
年进入倒计时。很多漂泊在
外的游子急切盼望着回家与
亲人团聚。与之相反，一些春
节“恐归族”却感觉回家“压
力山大”，宁愿孤独加班，也
不愿回家团圆。据了解，混得
不好没脸回去、车票难买、恐
惧春运、经济开支大、被催婚
催生、饭局车轮战等种种压
力，让他们觉得春节回家过
年已成“甜蜜的负担”。

本报见习记者 梁文慧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但是，到了结婚的年纪，却
还单身；应该有二孩儿的年纪，
却从未生娃。不用想，今年回家
肯定还会遭受三姑六姨的“言
行”逼问。“剩男剩女”们也越来
越烦恼，看别人双双把家还，而
自己孑然一身，又不好向父母亲
朋交代，这个年又将是一个难过
的年。

“85后”贾庄镇小伙儿梁小
涛毕业后，一直在青岛打工。他
的回家“恐惧”是因为自己还没
有对象，他估计今年过年回家，

要被家人催婚已“在劫难逃”。前
几年，梁小涛刚走出校园的时
候，并没有觉得单身如何，但伴
随着年龄增长，他所面临的催婚
压力越来越大，今年更被家人安
排了数次相亲，这让他感觉十分
无奈。

“前年的时候，被问结婚的
问题，语气还比较缓和，最近一
两年，大家的语气都变得很奇怪
了。一回家，我爸妈还有亲戚朋
友就盘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好像
没有对象是非常丢人的事儿！”
梁小涛告诉记者，在老家，和他

一般大的兄弟姐妹早已成婚，父
母的逼婚唠叨都在所难免。久而
久之，春节长假对梁小涛而言，
欣喜的同时也夹杂着恐惧。

无独有偶，在读研究生的单
身青年刘小姐也有同样的烦恼。

“现在都不敢回家过年了！每次
被人说成自己是大龄‘剩女’的
时候，我真想直接租个‘男朋友’
回家敷衍一下算了。”刘小姐说，
找结婚的对象不是着急的事儿，
要看缘分，但父母不会完全理
解，总担心自己嫁不出去。感觉
自己真的患上过年恐惧症了。

如今，不仅像梁小涛、刘小
姐这样的单身男女背负催婚压
力，还有已婚夫妻回家过年，面
临的“催生压力”也接踵而来，春
节“恐归”就成为他们的普遍心
结。

“今年回家，被亲人组团催
着要孩子的场面我已经预想到
了。”现年31岁的徐小姐无奈地
说，自己并不是不打算要孩子，
只是现在和丈夫的生意刚刚起
步，想把更多精力放在事业上，
努力赚钱，要给孩子创造一个更
优越的生活条件。

“催婚生孩压力”恐归：适龄男女感叹春节“在劫难逃”

春节不仅是万家团圆的时
节，也是考验钱包的时刻。与“被
催婚生孩儿”恐归族的无形压力
不同，另一群“恐归族”的春节压
力，可谓真金白银、实实在在。

“每次过年回家，钱包就好
像一下回到‘解放前’！”已在上
海定居的党明就对春节的巨额
花费深有体会。

每次春节，为避免火车的拥
挤人潮，党明和妻子都是坐飞机
回家，两人的机票就要花费将近
4000块钱，再加上买给父母朋友
的礼品，各种聚会等开销，“过节

费”近两万块。
“家里的亲戚朋友可能会认

为，我们是在上海工作，在外面
过得很好。他们心里希望，每年
回家我都能带回去一些时髦的
东西，甚至一些华而不实的礼
品。实际上，我的生活可能没他
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可我不希望
失去‘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
想让他们失望。”党明解释道。

春节期间，万家团圆，按照
传统习俗，除了要给父辈、祖辈
孝敬钱，还要给侄儿侄女们压岁
钱。据了解，“过节费”中，压岁钱

就占据了重头。
“现在红包的起步价越来越

高了，100元的压岁钱现在已经
很难拿出手了，发200元面子才
勉强过得去。”在徐州做广告设
计的方女士坦言，去年过年的时
候，就发出了5000多元的红包，
而这相当于她一个月的收入。

“人情大似债”，春节红包是
维系感情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当
今白领的工资不太高，而居高不
下的物价更是让不少白领成为
了“月光族”，每月难有盈余。而
年底各种开销加大，回家过年无

疑又是一次“大出血”，令“财政
赤字”越发岌岌可危。

在杭州工作的李然也对“巨
额”的人情红包颇有微词。“现在
的‘人情’真的太重，如果大家都
拿一样的红包，自己拿得少真的
会尴尬。”

李然说，去年春节，自己
总共包了近4000元的红包，其
中，除了给孩子的压岁钱外，
还要给几个长辈包红包，“虽
然春节发红包是人之常情，但
我积蓄并不多，这样发红包实
在压力巨大。”

“经济压力大”恐归：礼物、红包、人情，花费很大

春节回家走亲访友免不
了被询问工作和待遇方面的
问题，而这个时候在外备战
考研、“没房没车”的游子宁
愿选择不回家。因此不少人
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
回家会没有面子。

“面子”问题也催生了一
帮春节恐归族。

23岁的张世杰刚刚大学
毕业，由于一时没找到合适
的工作，他加入考研的队伍，
在外租房子，上考研辅导班。
春节临近，张世杰却不想回
家。

“过年聚会，一桌子人都
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
向我抛出各种问题。自己没
工作，但听见说谁考上研究
生了，谁又考上公务员了，心
里很憋屈。”张世杰向记者吐
槽，每当自己被问及工作的
问题，压力非常大，总觉得自
己哪里都不如别人。

“混得不好，怕春节回去
没面子。”在厦门打拼的韩君
也遇到了这样的烦恼。

韩君是个事业心很强的
女孩，五年前，她从济南大学
毕业，家人希望她能够回商
河找份老师或者公务员的工
作，然后结婚生子。韩君却不
顾父母反对，选择了自主创
业。这几年，为了能拥有更好
的前程，她选择更大的城市
去打拼，最终在厦门落了脚，
开了一家服装店。

韩君说，如今，在商河，
与自己同龄的一些亲友大都
在家当了老师、做了公务员，
收入很稳定。还有的在家乡
做点小生意，收入也颇丰。

“创业初期，很苦很累，过年
回去，没少遭遇过个别亲戚
朋友的势利眼。如今，虽然我
开了店，但亲友们仍是喋喋
不休，又说我工作不够体面，
又认为我不适合做生意。”

“攀比压力”恐归：

“混得不好”

怕没面子

被催婚的年轻人安排相
亲。（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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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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