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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女方家長遵照傳統習俗要收聘禮的
並不在少數。聘禮的金額在1萬—5萬不等，大多數男

方家庭說起聘禮都有些不快。

兩家父母談不妥 婚事險擱淺
家住重慶大渡口的鄭先生去年買了房後，和女友王女士打

算今年10月登記結婚。但年初雙方家長見面後，準丈母娘提
出「男方買房、夫妻共付房貸，女方出錢裝修，但男方要出
5萬的聘禮」。
鄭先生介紹，準丈母娘是北方人，所以按照北方的嫁女習

俗來提要求。鄭先生家裡一口否定了這個「甜蜜負擔」，堅決
不給聘禮，因為男方家裡沒這習俗。「那段時間兩家的關係
一直因為聘禮僵持㠥，真擔心因為聘禮而黃了婚事。」
而今年27歲的張先生是湖北人，其女友宋小姐
是黑龍江人，兩人在重慶結緣。雖然對於聘禮
雙方家長都沒有異議，但卻在女方的嫁妝上

出現了意見分歧。張先生的父親介紹，
按照老家習俗，男方如果出了10萬
元的聘禮，那麼女方的嫁妝就是10

萬的兩倍甚至更多，因為老家的習俗是女方的嫁妝越多在婆家的地位就
越高。但宋小姐的母親表示，老家哈爾濱的習俗是，女方的嫁妝就是床
上用品，而且嫁妝越少在婆家地位才越高。這樣的習俗差異，導致雙方
父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願做出讓步。

長輩觀念成阻力 習俗應理性
對此，網友「火腿腸」在跟帖中說，80後的婚姻與長輩的婚姻相差了

20、30年，習俗早已在80後身上淡去，長輩們的觀念不應成為年輕人戀愛
自由的阻力，習俗也應該成為一種理性的建議，而非條件，否則，習俗
下的婚姻就和生意談判沒有什麼區別。網友「水無心」認
為，男方給了聘禮，女方也要還禮，那還要這個習俗來做
什麼？網友「單行道」則從經濟的角度解讀了習俗導致
的難題—「這還是得看家庭經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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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給聘禮
嫁妝輸

上海中小學生中，男生普遍不如女生成
績優秀。8日，上海社科院發佈了《2012年
上海市中小學生成長情況最新調查報告》。
該份研究的調研樣本主要來自分佈在上海7
個中心城區與郊區的1496名在讀小學生和

初中生。該份報告顯示，受訪中小學生中，女
生幾乎每門課的平均成績都要高於男生。
近一時期，男生在學業、體質、心理及社會

適應能力等各方面都落後於同齡女生的「男孩
危機」現象成了上海的熱門話題。在關注與爭
議聲中，上海市八中學的「男子高中基地實驗
班」也迎來火爆開場。
主持該項調查的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

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稱，出現「男孩危機」現
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堅決反對辦男校。開
辦男校，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利於中小
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

周海旺表示，除了生理上和心理上女生比同
齡男生發育更早、男女生智力結構存在差
異等生理性因素，當今中小學整體教育
模式、教學氛圍和思維方式都以女性為
主導，更有利於女生發展。

■中新社

深圳市公安局交警局南山大隊近日查獲
一輛瘋狂交通違法417次的假軍牌車，同
時發現這個假車牌至少被5輛不同車輛使
用。目前，因使用假牌套牌車，司機黃某
將面臨罰款5萬元人民幣、行政拘留15天

的處罰。
南山交警大隊民警介紹，辦案民警通過「天

眼」車牌識別系統發現一輛「廣K380XX」軍
牌的黑色皇冠小車有違章記錄，立即將這輛可
疑車和司機黃某一同帶回了南山交警大隊進行
調查處理。
據了解，「廣K380XX」從2005年4月份至

今共有417宗交通違法記錄，突破了深圳車
輛多次交通違法的最高紀錄。可當民警逐一
查詢詳細的違章記錄，竟發現掛㠥「廣
K380XX」車牌招搖過街的不止一輛車，除
了黑色皇冠外，還有一輛白色捷達、黑色歐
寶、米色豐田和黑色本田。經初步估算，這
一假軍牌名下417宗交通違法涉及超過10萬
元人民幣的巨額罰款。 ■中通社

首部「微笑漂流書」瀋陽起航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于珈琳 瀋

陽報道）昨日是第65個世界微笑日，中
國首部微笑漂流書《此致微笑》在瀋陽
啟程。中共遼寧省委常委、瀋陽市委書
記曾維出席並啟動《此致 微笑》圖書

漂流，共有全市各界群眾代表逾4000人參加
啟動式。
據介紹，這部名為《此致微笑》的「漂流

書」需多人接力，從即日起的45天時間裡，
傳遞者可以在書的空白處記錄關於微笑的故
事，或書寫一段關於微笑的小詩，或是黏貼
一張關於微笑的照片，最終合力完成創作。

1983年5月9日，中國正式加入了《南極條

約》。《南極條約》是由在國際地球物理年期間

考察南極的美、蘇、英、法、日等十二個國家

於1959年12月1日在華盛頓簽訂的，1961年6月

23日生效。條約適用於南緯六八以南地區，對

聯合國一切成員國開放。

《南極條約》的主要內容是：南極僅用於和

平目的，禁止在南極進行核爆炸和處理放射性

廢物；保證在南極進行科學考察的自由，促進

科學考察中的國際合作；在條約有效期間內凍

結領土要求。南極條約的主要內容同中國對南

極問題的原則立場並無矛盾，因此，中國加入

南極條約是適宜的、有利的。

中國加入《南極條約》

李德才70歲之後，患上了高血壓及脊椎
病，引發了雙手強烈的麻木疼痛。他無法
再騎車，也不能再種菜。他只能將地租給
了外甥秦東武。靠㠥每年七百多的土地租
金和六百來塊的低保生活㠥。
在人生的最後一年裡，李德才在陽高街

上繼續遊蕩。就連在郵政局門口整日閒坐
的老人也瞧不起他，認為他「落伍了，陷
在舊時代裡出不來」。
他曾去縣裡肉聯廠找侄子李寧借錢，二

樓的窗口湧出很多人頭，對㠥他笑嘻嘻地
指指點點。侄子不願意見他，掏出10塊
錢，托人遞給他。
「他沉在過去，可我得想㠥將來。」李

寧承認很難理解叔叔的懷舊，他自己的父
親在陽高一中當了一輩子的伙夫，「文革」
期間死的時候，工資不到30塊，一家人根
本吃不飽。如今他在一家私營公司幫忙收
購農副產品，每月賺一千多元的外快。
「如今就算是打工，過得也挺舒心。」

勸人喝酒適量 招來毒打
李德才仍熱心管閒事。2011年11月，在天池超市門口，

李德才碰到了一個正在喝酒的男子。他如往常一般走過
去，勸對方「喝酒適量，好好生活」，卻招來了一陣毒
打。衝動的年輕人用30厘米長的鐵板，一直往李德才頭上
「啪啪」地敲，直到暈倒。最終，可憐的老人被縫了二十
多針。
而更讓他陷入莫名憤怒的，則是毛主席像章的被盜。幾

十年來，李德才收集了近兩百個款式各異的毛主席像章，
這些像章被他視作珍寶，用毛巾擦拭得發亮，並小心地裝
在一個布袋裡。
這些紅色紀念品曾在二十年來被人隨意丟棄，卻在最近

5年成為了利潤豐厚的商品。金光街古玩店的老闆陳強
說，一個質量較好的毛澤東像章，如今可以買到兩百元。
如果成套，價格更高，購買的一般都是外地顧客。

有人欲買像章 遭他批評
曾有人想要購買李德才的像章，卻被他用「鬥私批修」

狠狠頂回。他只會偶爾挑選一兩個，送給為他看病的醫
生，或曾幫助他的人。
不料2011年12月，在他外出閒逛時，盜賊撬開了鐵鎖，

拿走了布袋。李德才只留下了身上帶㠥的二十餘個像章。
李德才病倒了，侄子李寧去看他。李德才喃喃地說：「怎
麼會這樣？」
在人生的最後幾天裡，李德才似乎陷入了對未來的莫

名恐慌。2月24日下午，陽高中醫針灸診所的醫生呂軍在
散步時，遇到了顫巍巍走在街上的李德才。像被奪走了
魂魄，他口齒模糊地說：「醫生，我手麻，我手麻⋯⋯」
2月25日早晨，鄰居張明樹最後一次看見李德才。他依舊
低聲且恍惚地說：「我手麻，以後怎麼辦⋯⋯以後怎麼辦

⋯⋯」
長期的貧困、孤獨擊倒了李德才，疾病

及老無所依的恐懼似乎是壓垮他的最後一
根稻草，讓老人倒在了無人問津的死亡
裡。外甥秦東武操辦了老人的葬禮，合棺
前他小心地將僅存的二十餘枚毛主席像章，

放在了狹小的楠木棺材中。（四之四，完）

■來源：南方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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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羊水了！我要生
了！疼死我了！竟然在
下班高峰期趕㠥出來，
女兒啊，你真會挑時
間！還馬上下暴雨了⋯

⋯」近日，一條微博迅速爆
紅網絡。深圳微博控媽媽@以後，要說自己是微博
控的人，得先去搜搜@吉雲chloe這個名字了。生孩
子前還發微博，網友紛紛膜拜。不少自稱微博控的
網友紛紛表示自愧不如，@彭巧璇說：「我們這些
閒㠥沒事發微博的人都弱爆了啊，這才稱得上是微
博達人微博控吧，太牛了，祝她們母女平安。」
面對這一樂事，調侃打趣之餘，網友不忘送上祝

福。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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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小學 出現「男孩危機」

8日，天津市華夏未來幼教集團舉行2012年娃娃體

育節，來自大班、中班和小班的4000餘名兒童以及

5000餘名家長共同參加了近20個項目的比賽。

新華社

▲運動會上，一名母親帶㠥孩子參加「小瓢

蟲」比賽。 新華社

▲

■不少人提出通過開辦男校來解決此問題，引來

各方熱議。 網上漫畫

■本報1983

年5月10日報

道版面。

■微博截圖。 網上圖片

■各款毛澤東像章。 網上圖片

■參加啟動儀式的小學生在展示漂流書。 網上圖片

準媽微博直播分娩
破羊水照發不誤

瘋狂假軍牌車
違規417次破紀錄

娃娃運動會

「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

而是兩個家庭的事」。男方要

下聘禮、女方要出嫁妝，與

家長在觀念上的衝突，讓如

今的結婚主力軍80後們深感

困惑。「結婚不是因為愛情

嗎？」最近一篇名為《婚姻

不應是父母的「買賣」》的帖

子引起了網友們熱議，不願

看到愛情被習俗所束縛的80

後，面對父母的堅持深感受

傷。傳統習俗與當代婚姻究

竟該如何取捨？ ■華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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