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怎么说
>>

真心对孝道过年量力而行
长春聪慧心理咨询中心的张振环主任

说， 过年是传统文化中最被看重的一个节
日，年被人们赋予了很多意义，比如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过年了要带礼物，要吃平时吃
不到的东西，这样才算过年。 很多人本来工
资就不高，但有一种“面子心态”，所以超出
自己能力几倍回家过年。

“过年只是几天，而日子很长”，张主任
表示，过年也只是一年中的几天，人们的生

活状态在改变， 过年铺张浪费的情况也要
杜绝， 不能为了面子过度消费， 要量力而
行。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付诚
说，“中国式装腔”仍然是一种面子效应，装
腔的人很重视自己的个人形象， 但要区别
于一点，那就是孝心，不是花的钱越多，你
尽的孝道越好。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据《城市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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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腔视频走红网络， 各种奇
葩建议层出不穷
春节衣锦还乡装腔指南

“春节要晚回家，就说是被单位派
去国外出差。 ”

“给亲朋好友打电话， 不用座机、

手机，要用
skype

。 ”

“手机铃声调成英文歌。 ”

“把旅行箱的国内标签撕掉，上淘
宝买个国际标签贴上。 ”

“回家多和亲朋聊国外见闻。 ”

“越是生活不能自理，就越成功。 ”

PS

：“装腔“也有风险，“装” 得太
好，就不得不“面对一拨又一拨求你办
事的人”， 说不定还会引来小偷；而
“装”得不好，则会被更会“装”的人识
破。

回家过年“摆阔气”“中国式装腔”您装了吗？

专家：真心对孝道，过年量力而行

4

岁小萝莉记不住乘法表
崩溃大哭

近日，网上一段名为“三五太难
了”的视频爆红各大视频网站、微
博：一个四岁大的小萝莉坐在小
凳子上背乘法口诀表，因为“三五
十五”背不出来，被外婆多次训斥从
头背， 急得号啕大哭，“这三五太难
了……” （据《重庆晚报》）

网友热议
@ fdee

： 想当年我才三四岁，

哭得比这小姑娘还惨。

@

古古： 填鸭式教育何时休！

真不想我的孩子以后也遭受这种折
磨。

@Helendd

： 据说全世界就只
有中国孩子背这东西，太坑爹了。

男子偷摘
6

棵大白菜赔
600

元
网上喊冤

前日，武汉网友“

irenehi

”在得
意生活网上喊冤， 引来

200

多名网
友跟帖围观。

“

irenehi

”称，正月初四和老公
及姐姐一家三口去嘉鱼旅游， 路过
一片菜园，觉得稀奇，便下车摘了

6

棵大白菜。 摘完后， 几个农民围上
来，说他们偷菜要罚款，开口就是

1

万元。 经再三协商， 最后他们付了
600

元才得以脱身。

6

棵大白菜花了
600

元，“

irenehi

”觉得被狠狠讹了一
把。 （据荆楚网）

网友热议
@ fuyingzi1988080 :

偷了别
个的东西还在这里叫冤， 你哪里
能够体会得到农民辛苦种地的操
劳？ ……送你两个字：“活该！ ”

@

燕子楚
: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
以恶小而为之。

广东中山广场大屏幕播
不雅视频

16

日， 一个帖子在网上疯传。

帖子里附上了
3

张有些模糊的图
片，图片显示，中山西区富业广场，

有个
LED

显示屏正在播放淫秽视
频。

17

日，“中山公安”微博称：

2

月
16

日下午，有群众举报我市西区富
业广场

LED

广告屏播放了不雅视
频。接报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调查。

经初步调查系工作人员误将电脑中
的不雅视频编辑进正常的广告播放
文件夹导致。 公安机关已对涉事电
脑进行查扣， 并对相关人员进一步
审查取证，依法做出处理。

(

据光明网
)

网友热议：

@Savannah_Yu

： 性教育到
位阿

@Kevin___

文
:

宜家
d A

片甘
开放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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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星君哥”

15

日发帖，晒出了自己过年的账单，合计
13050

元。该帖引发了众网友共鸣，过
年七天，节衣缩食小半年。昨日下午，记者采访长春多位市民发现，“中国式的装腔”普遍存在于

70

后、

80

后，为了衣锦还乡，不得不装有钱，撑面子。

网络这番诉苦
>>

网友晒账单：打工族过年花销上万
15

日
13

时
16

分，长春吧网友“星君哥”发
帖称， 自己过年一共花了

13050

元， 给父母
5000

元，发红包
3500

元，买花
1000

元，看电
影

40

元，加油
310

元。

截至昨日
14

时， 该帖已被回复
161

次，

众网友过年花销从
45

元到几万元不等。网友
“哥很神秘”表示，过年一路蹭吃蹭喝，自己只
花

45

元。

网友“心路历程”说，“给了父母
4000

元，

岳母一个坠子
1000

多元， 岳父两条中华、

两条东方神韵。 人情往来
3000

元， 压岁
钱

1200

元，一个电视柜
11 00

元，给媳妇
买个小项链

4500

元， 其他买东西可能有
个两三千。”该网友表示，除此之外，还有记不
住的。

网友“星君哥”与“心路历程”均属花销较
大的人，两人均表示，并非是什么有钱人，这
些钱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开销，“过节

=

过
劫”。

网上蹿红：

漫画讽刺虚荣“衣锦还乡”

� � � �

近日网络蹿红一则《春节衣锦还乡装腔
指南》的漫画视频。在该视频中，以幽默诙谐
的语言，夸张但不乏真实地阐述了过年回家
一族装“衣锦还乡”的心态，尤其是从外地来
城里的打工一族，回家“装有钱，装有权，装
成功人士， 核心是物质” 的心态。 “衣服
LOGO

越大越有型”“工作单位的合作伙伴
不是中石油，就是中石化，因为谁都得去他
们那加油”。

“虽然夸张点， 但还真就是那么一回
事。 ”某公司的

HR

张欣说，回家故意吹嘘自
己在单位多重要， 老板离开自己都不行，故
意拿着手机上

QQ

，弄出挺大声，过年故意把
电话调成最大音， “看短信我都回不过来
了”， 遇到亲属有为难事，“多大点个事啊”，

同学聚会，“我某某天跟某个明星大腕一起
吃了个饭。 ”

他们却这样过年
>>

酒店“小领班”变身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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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经记者调查走访发现，这些“装腔
一族”以

70

后和
80

后居多。 张良，

1989

年
出生， 高中没念完就随哥哥来长春打工，现
在在长春一家酒店做“小领班”，所谓的小领
班就是小组长，管几个人，顾客多时也得跟
服务生一样打杂、 端菜， 月工资

3000

元左
右。

张良的真实状态如记者所述，但对单亲
母亲所叙述的状态则是： 在一家酒店当经
理， 租的房子挺大挺宽敞， 工作多的时
候能开七八千， 少了也有五六千。 张良

给母亲买了很多农村没有卖的东西，豆
浆机、洗脚盆……还在超市买了很多母亲
没吃过的东西， 狠狠心还送母亲一条金项
链。

“我妈把我一个人拉扯大不容易，我吃
苦没什么，就是不想让她跟我操心。 ”张良表
示，唯一能证明自己在外面混得好的方式就
是伪装成衣锦还乡，过得好。 他悄悄告诉记
者，“过年的前两个月， 我就饭也不敢吃，衣
服也不敢买”， 这还不算， 为了还信用卡亏
空，张良预计，年后还得苦两月。

买个山寨手机愣装有钱人
� � � �

“

80

后、

90

后大多都是月光族，没什么
积蓄， 可是你如果让家乡人看见你的真实
情况，信用卡欠一堆债，没房没车，老家人
会说，不如留在农村种地了。 ”大学毕业两
年的徐女士说， 当年家里省吃俭用供她读
书，就是为有天能有面子。

“中国人呢，不就好个面子吗！ ”在长春
从事会计工作的小梁说，他在回家前，特意
制办一身西装， 并且买了一个仿苹果样手

机，套一个苹果壳，贴一个苹果
LOGO

，为了
这些装备，小梁花了一千多，回家却说自己
的手机五千多，西服两千多。 尽管如此，过
年整整三千多元的开销， 还是让小梁感到
不堪重负。

“你不弄点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不甩
点亲戚朋友听不懂的词，就好像你没在
大城市混过似的。 ”来自松原市的小马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