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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婚更上层楼，儿女徒有泪流
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儿女脱单”一向是中国父母

亲心中最关切的问题。过了2018年，80后面临着全面“奔四”，
这也就意味着 90 后全面“奔三”。在这一节骨眼上，又恰逢
2019农历新年假期，这不？大型春节催婚纪录片又更新了⋯⋯

永报佳缘交友群里的小伙伴显然也没能逃过这场“大战”。
记者在过年期间收到了不少单身男女的“哭诉”：这年没法儿过
了！爹妈们的逼婚功力简直是“更上一层楼”！一大波七大姑八
大姨，也带着满腔的热情，陆续抵达战场。

面对父母的花样逼婚，作为儿女的他们又有哪些令人哭笑
不得的巧妙对策呢？

从年初一开始，周永念就开始在好友群里吐槽
自己的“被逼婚经历”。他说，为了早日抱上孙子，
家中老母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周永念今年31岁，在永康也算得上是大龄剩男
了。倒不是他不愿意结婚，而是觉得既然没遇到合
适的，结哪门子婚啊。周永念感叹：“30岁之前父母
还没有逼得太紧，这两年实在是逼得不像样了，不
光利诱我，还成天在我面前演苦肉计，弄得我现在
根本不敢回家。”

最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年初三晚上，周永念突
然收到了妈妈的一条来信：“晚上早点回来，有重要
的事要说。”担心家中出事的周永念匆匆赶回家，被
妈妈神秘兮兮地领进房间，结果那件所谓“重要的
事”竟然是，她说她梦见有位高人提醒她，孙子生在
猪年或鼠年最好。

对此，周永念哭笑不得地表示：“现在就连逼婚
都这么有套路了吗？”

轮番上演苦肉计 套路措不及防

王悠就职于与法律相关的岗位，工作节奏快，天
天忙着跟专业书打交道的她根本没时间谈恋爱。王
悠无奈表示，过了26岁以后，年年春节都过得“鸡飞
狗跳”，一家人为她的终身大事简直是操碎了心。

今年春节，家中平静得有些怪异。父母一反常
态，并不表明态度，这反倒让王悠心中泛起了几丝
忐忑：“这可一点儿也不像他俩往年的作风，我就想
看看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于是，她私下联
系了姑姑家的弟弟妹妹，托他们趁着来拜年的时
候，帮自己去刺探一下口风。

万万没想到，口风没盼到，等来的却是几个弟
弟妹妹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催她是时
候给他们安排一个姐夫了。原来，机智的父母料到
往年的方法行不通，早已用加倍的压岁钱买通了弟
弟妹妹，让他们充当说客，以同辈的身份好好“催一
催”王悠。

家庭大戏碟中谍 一山更比一山高

29 岁的木木（化名）是一名公职人员，自身各方
面条件都挺不错，却偏偏落了单，至今都没有男朋
友。可想而知，春节假期那几天，无论走到哪儿，都
免不了被逼婚。

木木说，但凡跟着爸妈去拜年，各位姑妈姨妈
们总是蜂拥般围上来，“有男朋友了吗？”“怎么还不
找男朋友（女朋友）啊？”“都这岁数了，也该找男朋
友了吧？”“再不打算结婚，可就不好嫁咯！”这类问
题应接不暇，吓得她只好连忙找个借口避开。

见识过长辈们的追问式逼婚，又不便当面辩驳
惹得父母难堪，木木索性“躲”了起来——窝在家
里，干脆不去拜年了，要不就逃出去，邀约好友去风
景区、咖啡屋、蛋糕店；家里若是来了客人，她就藏
进房间里，死活不起床。

木木坦言，这种“随他人如何逼我，我自逍遥”
的心态也是缓缓形成的，“以前想过，要不随便找个
人嫁了吧，免得老是被催。可是我又觉得不划算，
如果随便找个人嫁了，之前的坚持不就白白浪费
了？29岁不结婚又不算犯错误，何必焦虑不安呢？”
和父母深谈过几次之后，双方之间的心结总算放下
了。所以，木木之所以在今年春节能成功“躲”过逼
婚，自然是少不了父母从中打掩护。

亲戚追问式逼婚 惹不起躲得起

一、理解万岁

父母都是疼爱儿女的，哪怕他们有时做得有

些偏激，尤其是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但是他们的

出发点是好的。作为下一辈，绝对不要恨父母，在

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二、扪心自问：“你做好结婚的准备了吗？”

尽管是父母在逼婚，但是你最清楚自己内心

的想法。你渴望结束单身吗？渴望两个人的生活

吗？你有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这些问题一定要

想清楚，毕竟婚姻不是儿戏。

三、及时和父母交换意见

面对父母的逼婚，逃避终究解决不了问题。

既然如此，何不与父母好好沟通，让他们知道你对

婚姻的态度，还有你自己目前的想法，最好是让他

们放心和理解，他们也就不至于逼得那么厉害

了。而且，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你可以选择让父

母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去面对婚姻的

问题。总而言之，在这个阶段，你要有所行动。

四、不妨试着去“应付”一下

有些父母确实比较强势，不仅逼婚，还私自安

排，甚至有一点不依不挠的感觉。我建议，如果你

有时间的话，试着去迎合一下你的父母，去试着相

亲一次，说不定真能找到合适的呢？

香香姐有话说

2 月 11 日，一则题为“宝宝，爸爸妈妈永远都
在你身边守护你”的筹款消息逐渐在各个永报佳
缘交友群里传递开来。这场自发的爱心接力皆因
一位“佳缘宝宝”而起。

2017 年 6 月份，经永报佳缘平台搭桥结缘的
陈锦品和胡紫君走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2018
年 10 月份，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呱呱坠地，陈锦品
将儿子取名为“陈枢畅”，这份爱情也随着小枢畅
的诞生而愈发丰满起来。自儿子出生后，这对年
轻的 90 后夫妻好似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真正的“大
人”，养儿的重任在肩，他们在工作上比以前更加
拼命，只为多赚些钱给孩子营造一个优渥的环
境。“我别无他求，只希望他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说出这话时，27 岁的陈锦品眼中闪耀着坚毅的光
芒。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与期待当中，老天却
不仗义地开了个莫大的玩笑。

2018 年 12 月 10 日，小枢畅开始出现反复感
冒的症状，且高烧不退。夫妻俩赶紧将他送往城
区一家大型医院检查，疑似噬血细胞综合征。在
医生的建议下，又紧急转院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儿童医院，经过精密的诊断后，最终确认，是噬
血细胞综合征无误。

噬血细胞综合征是一种原发性（遗传性）及继
发性组织细胞病。而小枢畅的病因被确诊为是原
发性的，通常由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或X连锁遗传，
这种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预后差，且疾病进展
迅速，必须要尽快治疗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拿到诊断通知书的那一刻，陈锦品沉默片刻，
随之是泣不成声。然而，身后还有妻子和孩子等
着他去宽慰、去抢救。“倾家荡产也要治。”一语成
谶，为了给孩子治病，短短的 40 余天，前前后后已
经花费了 10 多万元的医疗费用，这个经济本就拮
据的家庭，彻底被一张张催款单压垮了⋯⋯

至今，小枢畅已经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的病房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每天看着躺在
病床上痛苦啼哭的孩子，作为爸爸，陈锦品不敢率
先向病魔示弱。在儿子面前，他强忍住酸楚，出了
病房才能匆匆抹几把眼泪。

医生说，小枢畅目前的病情只能进行骨髓移
植治疗。经过检查，所幸陈锦品和宝宝能够完全
配型，只需等待最佳的手术时间，但紧跟着这份希

望而来的，还有一张预计 80 多万元的医疗费用
单。为了攒钱给孩子治疗，夫妻俩省吃俭用；为了
轮班照顾孩子，两人的“饭碗”也丢了。面对如此
高昂的医疗费用，一时之间，该去哪里凑钱呢？

陈锦品几乎把能打的电话都打遍了，在家人
朋友的帮助下，最后还剩 30 万元的差额。“我实在
是走投无路了，可我又不想放弃。”只差 30 万元，
小枢畅或许就能获救，正是这股信念支撑着这位
爸爸昂首迎风继续前进。他决定通过“轻松筹”平
台求助于社会，来募集资金。

“孩子急需您的帮助，希望您能接力点燃孩子
的生命之光。”陈锦品颤抖着手指在筹款页面打下
这行字，在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这最后一把“火”究
竟有没有用。

涓滴之水，能成海洋；颗颗爱心，铸就希望。
消息发出后，一笔笔爱心款跃然于筹款页面，一句
句温情的鼓励排列得整整齐齐。截至记者发稿
时，陈锦品在“轻松筹”上已筹得13万元。

我们在这里真诚地请求您，一同加入这场抢
救“佳缘宝宝”的爱心接力，和这个家庭站在一起，
聚沙成塔，用我们的力量陪伴他们与命运、与死神
抗争。

一场爱的接力 抢救“佳缘宝宝”

求助人：陈锦品

（永康市石柱镇石柱村人）

患者：陈枢畅

所患疾病：噬血细胞综合征

爱心卡片

捐助方式：
1. 联系陈锦品：13645890601

市府网（741884）

2. 登录“轻松筹”网站，搜索陈枢畅

□记者 马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