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科学

今年春节，家在叶县保安镇的
小彦跟着丈夫回乡过年，父辈热衷
的走亲戚、联络感情，却让她很难
提起兴趣：“有的亲戚几乎不认识，
还要陪着尬聊，恨不得早点走人。”

过年回老家，见见久未谋面、
或远或近的亲戚，聊聊天，按说挺
热闹，但城市里的年轻一代对走亲
戚却越来越不感冒，就连一些老年
人也会在亲戚关系中身心俱疲。
那么，长此以往，亲戚关系会不会
越来越淡，难以维系？

过年走亲戚，图热闹还是添烦恼？

如今，农村过年走亲戚还是常
态，但城市里已越来越淡化，一些年
轻人更是把它归类为“无效社交”。2
月 8 日，平顶山学院医学院副教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志平说，如今
的走亲戚与传统意义上走亲戚在形
式、内涵上都悄然发生着变化。

刘志平说，以前走亲戚不在于必
须拿多少东西，而是陪着亲戚聊聊
天，问问近况，是一种很好的联络感
情方式；现在年轻人走亲戚更多的是

形式化，拉一车礼物，挨个儿亲戚家
一送，就表示串完了。

“看望长辈，不是说必须提的东
西得有多高档，关键是真心实意地看
望老人，陪着聊聊天，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走亲戚。它的本质是有情感在
里面的。”刘志平说，而这种形式其实
是年轻一代最不在意的。这是年龄
差异造成的，时代不同了，现在年轻
人的生活更加简单化，就连结婚有的
也只是随意在朋友圈发张电子请柬

了事。所以，听从家人安排给亲戚送
礼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能领会
其中的情感意义，只把它当成一项送
东西的任务。

刘志平说，以前物质匮乏，逢年
过节提着礼物走亲戚串门是一种情
感的表达，但如今生活条件有了质的
飞跃，感情不拘泥于过节期间表达，
而更多地倾注在平时，关系好的人可
以经常一起吃饭或者随手送礼，实际
上是时代的进步。“这是生活方式的

改变，时代的进展，谈不上感情更淡
漠，只是表达或者联络感情的方式不
一样了。”

她表示，老年人也不必太担心，
是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注定了人与
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简单化。况且，
俗话说“人以群分”，即使有血缘关
系，但生活没有交集，只是过年送送
礼，对联络感情的作用也有限；而人
与人之间兴趣相投，或者有一定的交
集，一定是会交往的。

心理专家：感情不拘泥于过节期间表达

“过年回老家，受父母委派，
去了比较亲的叔叔、舅舅和姨家，
其他远一点的亲戚很多都没有
去。”2月8日上午，39岁的市民小
彦说。

小彦的老家在叶县保安镇。
对于她来说，回乡陪父母是应该
的，但串亲戚并非心甘情愿。不
过，父母对走亲戚很重视：“亲戚
还得走，不走就远了。”小彦喜欢
安静，不擅长社交，对一些八竿子
打不着的亲戚过了头的热情难以
招架。

“都是老一辈的亲戚，一年甚
至几年也见不上一面，几乎和陌
生人一样。虽说是代表父母来拜
年，但实际上和那些亲戚没啥感
情。往那儿一坐，互相又不了解，
没话找话，十分尴尬。”小彦说，自
己和姑姑感情比较好，当然愿意
带着大包小包去拜年，但有些几
乎等同于陌生人的亲戚，见了也
没意思。“走不走亲戚，不代表关
系好不好。有些玩得来的，聚聚
说说话也挺开心的，有些就是走
着也没啥意思。”

市民陈卓对过年走亲戚同样

抵触。陈卓小时候家境不太好，
没少受亲戚冷落。过年跟着父母
去一些亲戚家拜访，拿到的红包
比别的孩子小不说，还会有几句
有意无意讽刺的话飘进耳朵里。
如今陈卓事业也算小有成就，那
些曾经冷落他的亲戚也热情起来
了，但他过年坚决不愿去串门。

“关系好的，平时也有走动；关系
不好的，没必要走动。”

市民黄丽也对丈夫家的亲
戚敬而远之。刚结婚时去丈夫
家过年，不认识的亲戚问东问
西，工作、收入、催生……有些在
她看来是很私人的事情并不想
与人讨论。有了女儿之后，一些
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又开始催
生二胎，让她很是反感。这几年
两个人渐渐奔四，亲戚才不提二
胎的事了。如今，尽管回老家过
年时父母催着，但两人已经不愿
再走亲戚了。“好不容易有个假
期，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干脆
在家休息不好吗？”自从因疫情
防控不提倡返乡，黄丽倒暗自松
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
不走亲戚了。

面对陌生长辈，像应付差事

“年龄也大了，不敢回老家了。
回去一趟，累不说，还惹一肚子气。”
算起来，67岁的市民周大妈已经有七
八年没回老家过春节了。老家长辈
陆续去世，加之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等
原因以及亲戚的种种表现，让她提不
起回乡过年的兴趣。

周大妈祖籍山东，夫妻俩年轻时
因工作定居平顶山，还帮助老家的侄
女在这里安定下来。她和丈夫老陈
都是工薪阶层，日子不易，好在儿子
小陈上进，工作后日子越来越好。几
年前，小陈凭自己努力在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建业森林半岛买了两套房，
与父母同住，好有照应；小女儿定居
济南，日子也过得不错。

老陈是家中老大，总觉得自己有
身为老大的责任。春节回乡，带着两
个弟弟代表家族外出走亲戚，弟弟态
度热情，就是把钱包捂得紧紧的，买
礼物自然是老陈的责任；各种近亲远
亲众多，一圈压岁钱发下来也吃不
消。过个春节，老陈的人情往来没有
小两万元下不来。

更让周大妈心疼的是儿子小
陈。小陈买车早，早些年开车回老

家，串亲戚得充当司机，就连夫家弟
媳回娘家也让小陈送。有一年春节
假期回了老家，小叔子全家去泰山玩
了两天，小叔子全程让小陈开车，费
用也由小陈包揽。“这哪是过年，简直
是回来受罪，太累了。”

小陈勤奋上进，事业发展得不
错，学历不高的侄女生活得很一般。
两年多前，小叔子从老家来平顶山探
望女儿，顺便拜访了老陈。从进入环
境优美的小区起，小叔子的脸色就越
来越不好看，吃饭时更是借着酒劲半
真半假地提要求：“大哥，你看你们过

得这么好，在这小区给你侄女也买套
房子呗？对你来说又不算啥。”全家
人十分尴尬。

周大妈说，近些年体力所限，很
少回乡，亲戚之间的联系也渐渐少
了；加上疫情管控，也难得回老家。
好在通信发达，关系好的亲戚会通
过手机视频联系，关系差的自然是
联系越来越少，如今小辈们也不十
分情愿走亲戚。要说遗憾也不是没
有：“等我们这代人不在了，除了关
系近的还能走动走动，有些孩子们
估计都不认识了。”

热情背后藏算计，人累心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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