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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潇湘晨报》报道，3月8日，湖南岳阳的黄先生收到妻子以视频形式发来的“奖状”：“亲爱的老公，感谢这么多年跟你
混，没有鲜花，没有礼物，没有节日，没有生日。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此奖为最佳铁公鸡奖，领奖人：不锈钢老公；颁奖人：
铁打的老婆。”收到“奖状”的黄先生当时正在忙工作，看完哈哈大笑，赶紧给老婆发了微信红包。老婆收到喜笑颜开，夫妻
皆大欢喜。这个“铁公鸡奖”在网上也引发热议，不少女网友纷纷打趣留言，称家里也有个“同款的他”。本期话题就讨论：
女人过节，老公一定要送礼物吗？仪式感真的很重要吗？

女人过节，老公一定要送礼物吗？

□文立

看到这个新闻，不禁莞尔，同时
也在心里默默吐槽自己的老公。

我家辛先生也是个“铁公鸡”，
绝对值得拥有“铁公鸡奖”，各种节
日、生日、纪念日，从来没收到过他
的礼物，当然，谈恋爱的时候曾经
有。“三八”节的时候我吐槽他，他回
了一句：“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少女，
过啥妇女节？”嘿，这话说的，我还真
是无法反驳。

生活要有仪式感，这跟矫情无
关，而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
敏感，适时的礼物总能让生活多些
幸福感。婚姻中把甜蜜的爱情磨得
只剩柴米油盐，在特殊的日子给彼
此一点特殊的关爱，平淡的婚姻自
然更温馨和谐。送礼物的人，考虑
到对方的爱好、需求，自然能更多
地关注对方；收礼物的人，心里得
到的满足和被重视的感觉也很美
妙。两个人都能收获喜悦，何乐而
不为？也许有人会说，两口子过日
子 ，每 天 这 样 费 心 思 ，难 道 不 累
吗？可是婚姻不就是要不停地为对
方操心、费心思吗？况且又不是天
天过节，多费心思？谈不上。如果
在一段婚姻中，你已经不想为他花
心思费脑子，那婚姻就真的变成了
一座坟墓。夫妻双方经常用心找找
由头送送礼物，离婚率肯定能下降
不少。

等下次过节，辛先生如果还没
啥表示，我也要给他颁个“铁公鸡
奖”，提醒提醒他。

也给老公颁个奖

□世言

有“三八”妇女节，为啥不给男士
们设个节日呢？为了养家糊口，男人
整日忙得焦头烂额，没有安慰体谅也
就罢了，还因为过节没给妻子送礼被
训斥。哎，男人真的好难呀！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男人小
气，不舍得给妻子买东西，而是没有
时间、没有精力去做这件事。被妻子
颁发“最佳铁公鸡奖”的黄先生与我
是同行，其辛苦与忙碌我感同身受，
白天联系采访，深夜加班写稿是常
态。为了抢新闻，我们的日程安排上
就没有周末、假期这俩词。每天工作
的事情都处理不完，哪还有闲工夫记
住“数量繁多”的节日、揣摩妻子的想
法，购买她心仪的礼物呢？

再说，妻子手拿丈夫的工资卡，
想要什么自己买不就得了，何必再为
难男人们呢？夫妻俩搭伙过日子，忙
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忙得连自己都
顾不上，再因为过节送礼物的事情增
添烦恼……真想跟女同胞们说，有时
候计较多了受伤的是你。

说到底，夫妻之间还是应多
些关心、多些体谅。妻子不
计较、老公勤快些，这样的婚
姻才会更温馨、更持久。

计较多了受伤的是你

□关耳

杨女士没收到老公黄先生发来
的红包和礼物，但她的很多同事收到
了红包。这好像与黄先生发红包与
否无关，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吧！

从年头到年尾，大节小节，老公
没有送礼物，没有晒出来，就没法在
朋友、同事圈里过节吗？其实不然，
夫妻感情好了，不送礼物照样感情
好。杨女士给老公发“铁公鸡奖”，调

侃居多，并非真有意见，而老公也很
上道，马上给老婆撑面子。

换个角度想想，老公发红包的钱
哪里来的，将来会用在哪里？收到红
包的老婆，会怎么花？大部分女人都
花在孩子身上了，哪怕没有花给孩
子，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最重要的
是，老公发的红包本来就是夫妻共同
财产，这样的红包收着能有多大意
思？

其实老婆过节，应该休息。对

老婆来说，最好的礼物是老公帮老
婆分担下家里的事儿。早上起来先
做饭，叫孩子起床、穿衣、洗漱，送孩
子上学。晚上早点回家接孩子，做
饭，饭后辅导孩子作业。妇女节，我
们最想看到老公在朋友圈这样晒幸
福：今天干了我老婆一天干的活儿，
老婆太辛苦了，以后我要多干点儿
活儿！

当然，最高境界是晒都不用晒，
老公默默承包好了。

生活远比仪式感重要

□雨来

近日，取消英语在中小学的主科地
位、不再将英语设为高考必考科目的建
议，经《中国青年报》新闻客户端报道后
引发热议。建议者认为，英语只对不到
10%的大学毕业生有用，翻译职业也可
用翻译机代替，并追问：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英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英语是否重要，非个人所能裁夺。
英语在中学的主科地位，以及它的广泛
应用，反映的是大环境的现状。我们国
家把改革开放定为国策，也是立足于我
们自己的发展，并顺应世界的现状和趋
势。英语作为应用最广泛的语言，是改
革开放必须之工具。只要我们还与其
他国家往来贸易，进行学术、文化等各
种交流，就难以否定英语的工具地位。
避免误解、取得互信，更需要有一门双

方都精通的语言。历史上，已经出现过
因为语言不够精通而造成的误解，前有
覆辙，后来者不可不鉴。

不过，建议者也在实用性上对英语
提出质疑。诚然，只有不到10%的大学
毕业生才用到英语，说明具体到我们个
人，英语似乎真的不够实用。不过，按
照这种“实用论”的逻辑，数学也没用。
我们大部分人用到数学，也许只有在菜
市场，加减和乘法足矣，连除法都用不
上。如是，小学生的数学就足够，初中
就可将数学踢出主科之列。物理比数
学还没用，数学还能作为菜市场计价的
简便工具，物理之学本来就来源于现实
世界，我们不学物理，照样能跑步能开
车，不需要知道跑步时脚和地面的摩擦
力与速度之间的关系。

然而，我们个人以及生活中的诸多
应用，都充满了“无用之用”。建议者所

说的“有用”，是目力所及，立刻产生效
果，最简单、最初级的“有用”。这种思
维忽略了知识的潜在红利，看不到知识
潜移默化的力量以及知识对个人框架
的构建、思维的塑造以及行为的指导作
用。试想，如果我们处处用简单的“实
用论”取舍知识，小学知识足以应付大
部分生活，但这又如何解释一个小学生
与一个本科毕业生在思维和行为上的
巨大差异呢？一个本科毕业生并不需
要使出专业知识，就比一个小学生丰富
得多。这就是知识“无用之用”的力
量。我学化学出身，现在几乎忘光了专
业所学，但化学给我塑造的思维依然存
在，遇到一个东西，总习惯思考背后的
逻辑。比如，一种药是否能吃，总想追
问它背后的作用机理。这种思维，有助
于避免生活中的很多坑。另外，知识可
以让我们获得理性的力量，我们不否认

感性在抉择中的作用，但对大部分人大
部分事，依然是理性思维更有利于作出
正确的抉择。

再进一步，即使我们的专业已经精
细分化，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其他
知识，无论数学、物理，还是英语。何
况，英语除了工具作用，也是基础学
科。如果你的学问进阶到足够的层次，
譬如大学，数理化生物计算机，哪一门
不需要英语作基础？

现在，高考依然是实现阶层上升的
主要通道，这决定了应试教育在学校的
坚固地位，如果英语不再是主科，其必将
式微。个人要发展，国家需要人才，而人
才的成长，不可能从小就精准定位，必然
在肥沃的土壤中茁壮成长、昂然而立。
英语课如果式微，等于消灭了土壤，谈何
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正是因为经济社
会要发展，英语才这么重要。

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是否可行
“实用论”忽略了知识的潜在红利，看不到知识潜移默化的力量以及知识对个人框架

的构建、思维的塑造以及行为的指导作用。

我的老公是朵奇葩
不仅不给我送礼物
还总说我不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