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近中國傳統節日春節，新一輪
的結婚潮又在中國大地展開，

在蘭州市城關區民政局婚姻登記
處，一對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
談起高額的結婚費用也是犯愁：

「動不動就要花錢，事又多，好複

雜。我們倆本來想去旅遊一下就可
以了，親朋都不願意。」

物價上漲快 動不動花錢

「不是不想結婚，是結不起啊！」
許多在城市夾縫中生存的「80後」

待婚族們如此感嘆。
據了解，蘭州一家大

酒店，2010年時婚宴普
遍一桌是800多元人民
幣，2011年時漲到一桌
1,500多元，2012年漲到一
桌1,800元左右，且要至少
20桌才起訂。除了婚宴
外，還有婚慶、婚紗、照
片、酒水、喜糖、喜煙等
各項支出，一般也需要三
四萬元。

微博上一對80後小夫
妻晒婚禮賬單，令眾網

友唏噓。他們未買房已花43萬。而
網友「老趙和小于」則貼出了無意
中保留下來的1981年10月婚禮賬
單，各項花費加一起才二三百元。

父母添壓力 面子增花銷

蘭州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副教授

牛芳表示，
導致中國年輕
一代「婚不起」的原因
大概有三：物價上漲有點快，父母
之命不可違，攀比炫富心理。

牛芳說，現代婚禮給年輕人帶來
的巨大壓力，有一些是父母對傳統
習俗的固守，也有些是有攀比炫富
心理，把婚禮也當做社交的一部
分，通過婚禮來炫耀自己的經濟實
力和社會地位。愛面子的中國人讓
結婚花銷步步攀升，一路瘋漲，令
想結婚、需結婚的年輕人望之卻
步。

牛芳表示，當代人個體差異大，
貧富差距大，有人為結婚花百萬千
萬，有人結婚簡樸素雅，都無可厚
非。但結婚應量力而行，將感情因
素放在首位。奢華的婚禮只能滿足
一時的虛榮，真正過日子，還需要
真情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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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案子今天破了，你的4,200元錢追回來了，
明天警察會送過來。」一群好心人集體撒了一個美麗的
謊言。

77歲的南昌老太太胡福秀，7日帶㠥剛從銀行取的
4,200元，步行前往醫院，準備給正在治病的重孫支付

醫療費。途中卻被2個男人合夥搶了，胡福秀老伴10年前去
世，現在退休工資只有1,000多元，還要接濟日子過得艱難的
子孫，日子過得很拮据，這些錢她省吃儉用積攢了很久。

老人家的房客冷雄得知後將其遭遇發上微博，引發關注，
紛紛有網友表示願意捐錢，但老人說什麼也不願意收下，

「不想接受別人的幫助，只想公安部門破案，追回自己的
錢。」

網友杜興強於是在微博上發起「42個人，一個謊言」的愛
心活動—徵集42名愛心網友，每人捐款100元，送給老人時
稱警方已破此案，錢已追回。活動得到網友積極響應，5小
時內就有42名網友報名參加活動，齊助老人渡過難關。

■《中國網》

▲
江
西
▼

「醫生說我只能活3個月，但我
不想扔下女兒。」現年50歲、家
住寶雞市的單親媽媽王虹，2006
年在咸陽查出得了子宮頸癌晚
期，憑㠥其堅強樂觀，6年多以來

病情維持得很好。她這些年瞞㠥孩子
繼續工作，為了將女兒培養成才，她
每天打4份工，凌晨4點送牛奶；七點
半給別人送孩子；八點半至十一點半
做鐘點工；下午同樣是3個小時的鐘點
工，一個月下來能掙3,000多元。

掙錢養家的同時，王虹特別重視培
養女兒，每天晚上陪女兒學習，讓孩

子養成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女兒現
在在寶雞中學讀高三，每次考試都是
年級前10名。

王虹2012年再次復發，主治醫生劉
孜說，一般來說堅持5年未復發就可以
叫「治癒」，王虹的這次復發確實是因
為太過勞累。給她打的針是為了消除
腫瘤，她的腫瘤面積大，一周最好打3
針，但由於經濟困難，她只能每周打
一針。「哪怕有一線希望我們都不願
放手，但這些得有經濟支撐。」她希
望國家和社會能夠關注這些病人，給
他們以生的希望。 ■《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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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顆愛心＋1個謊言
幫助被搶婆婆渡難關

家住湖南衡陽的王元利劉國英夫婦2007年剛退休，應聘了
廣州市福利院向社會公開招募的「模擬家庭」寄養計劃，經
過嚴格的面試和培訓後，他們從老家來到廣州，福利院安排
他們入住天河一套大約100平方米的三房一廳居室，房子傢
具家電齊全。這棟樓內同時還有其他3戶「模擬家庭」。劉國
英擔起了家庭主婦的職責，而王元利還會在外打一份散工，
讓這個家庭更像正常人家，每天晚上一家人其樂融融。

如今他們家裡一共有4個孤兒，在他們看來，住在同一個
屋簷下，有愛才有家，他們從點滴小事教育孩子，培養他們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健康心理，由於有些孩子天生殘障，
有時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去教導他們。有付出總會有收穫，之
前寄養的一個小女孩已成功和一個外國家庭配對，由他們收
養。後來給他們寄來了感謝信和一個印有全家福的杯子，感
謝他們將孩子教育得如此好。提起此事，劉國英自豪感溢於
言表。 ■《南方日報》

「模擬家庭」育孤兒
有愛有家助成長

■王元利劉國

英夫婦與寄養

的4名孤兒一

同吃飯，如同

一家人。

網上圖片

■王虹(右)每次來治療都要擁抱劉醫

生，她說醫生就像是自己的親姐

姐。 網上圖片

瞞患末期癌 單身母兼4職養女兒

四川甘孜州海螺溝(2013)歡樂賽豬會12日正

式拉開帷幕。賽豬節是每年藏曆臘月初的古老

傳統節日，祈願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五穀豐

登。圖為即將舉行「結婚大典」的豬哥豬妹。

中新社

「豬」聯璧合

「要用爹娘半條命」

「爺爺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媽媽只用了半頭豬；我

結婚卻要用爹娘半條命！」這條帶點戲謔的帖子在微博上廣為

轉載，道出了中國人結婚成本在快速增加的事實。對當今中國

的城市年輕人來說，婚宴、婚慶、婚紗照等

各種費用也水漲船高，「婚不起」漸

漸成為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的共

同感受。 ■中新社

年輕人

■攀比炫富心理，給年輕

人辦婚禮帶來巨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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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意大利菜，一般人即時想到薄餅或雪糕。英國23歲大學生霍

弗特斯融合兩者，設計出雪糕筒狀的薄餅，結果大受歡迎。「薄餅筒」

由麵團製成，大小與普通雪糕筒相若，中間放有餡料，提供意大利辣

味香腸、蘑菇或辣雞等9種口味，每份售2.7英鎊(約34港元)。霍弗特斯

稱，「薄餅筒」的賣點在於「易吃、乾淨又方便」。

英國威爾斯一名橄欖球明星日前因為
護照被狗咬爛(右圖)，被迫錯失前往法
國參加重要比賽的機會。

23歲的托維(左圖)是藍色橄欖球隊
的明星，他本已收拾好行裝準備

前往法國，參加對土倫隊的國際

賽。趕赴機場前，他發現護照被所養的拉布
拉多犬(中圖)咬爛，「我看到護照時，就知
道在機場肯定過不了關。我告訴教練時非常
擔心，沒人能相信這件事。」他須花103英
鎊(約1,287港元)申領新護照。

■綜合報道

國際連鎖快餐店麥當勞出售的食物，一直被批評導致兒童癡
肥，美國部分州份及智利已禁止當地麥當勞出售開心樂園餐。

英國麥當勞為了吸客，從本周起隨餐不送玩具而改送益智圖書，
矢言推動孩子閱讀風氣。
英國麥當勞表示，會與兩大書商聯手，在未來兩年送出逾1,500萬本

圖書，如與探索世界有關的系列，介紹地球星體、動物及大自然，以取
代過去開心樂園餐附送的玩具。 ■《每日郵報》

英國有中年貨車司機聲
稱「喜歡看蛋」，兩年來
不斷四出尋找鳥巢，拿走
雀蛋回家收藏。警方及皇
家鳥類保護協會去年搜查
其住所，發現收藏於玻璃
盒的逾1,000隻雀蛋 (上

圖)，當中548隻屬瀕危鳥
類。該名「蛋癡」日前被
法庭判處有條件釋放兩年
及罰款85英鎊(約663港元)。

來自哈德斯菲爾德的55歲男被告波特(小

圖)承認非法取得雀蛋，當中數百隻屬於雀
鷹、茶隼、貓頭鷹及篦鷺等受保護瀕危鳥
類。法庭頒令充公所有雀蛋。據悉，調查
員去年6月22日搜查波特住所時，許多雀蛋
已被抽空，僅剩蛋殼。 ■《每日郵報》

人瑞島長壽餐︰

日本AV男優(見圖)是不
少 男 性 夢 寐 以 求 的 職
業，但男優到底是活在
天堂抑或地獄？著名AV
導演榎雄次郎在新片請
來多位現役及退役男優
講述心路歷程，當中提
到全國AV女優人數破萬，但男優只有70人，平均每人
一年與上千位女優「大戰」，工作量可謂十分驚人。

與女優相比，作為AV另一半支柱的男優甚少受關
注。有見及此，執導過2,000套AV的榎雄次郎找來加藤
鷹、吉村卓、鳴澤賢一等知名男優，拍攝新片《AV男
優的生存之道》，下月23日於日本上映。片中男優除了
介紹一般性病及性技巧知識外，還大談女性觀、性愛觀
及工作感受。 ■綜合報道

蜜糖沙律紅酒

■責任編輯：曾綺珺FUNSO

霍弗特斯有天在Google搜尋「瘋狂商業主意」，發現「薄餅筒」的概念，遂申請
執照，並從意大利入口食材。他在就讀的蘇格蘭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亞大學飯

堂試賣，6星期共售出逾1,000份。目前飯堂全面生產薄餅筒，供應全校1.6萬名學生
及1,800名教職員。

檸檬混合橘子 變香甜水果

另邊廂，英國大型超市Tesco將從美國加州入口北京
檸檬(Meyer Lemon)(右圖)，讓英國民眾品嚐這種源自
中國的香甜水果。北京檸檬是檸檬與橘子的自然混
種，逾一世紀前由美國農業部職員邁爾從中國帶至美
國種植。北京檸檬具檸檬香味，但味道較溫和。

■《每日郵報》

AV男優辛苦了！

蛋癡男

偷鳥巢逾千雀蛋

活至99歲足可被稱為人瑞，但在希臘伊卡里亞島（見

圖），99歲已算「後生」，因該處是名副其實的「人瑞島」。
《每日郵報》披露島民長壽之謎原來是菜單，包括早餐吃蜜
糖、進食含當地蔬菜奧爾塔(horta)的沙律及常飲紅酒。

101歲的察泰里每日中午都喝一杯紅酒，最愛孫兒前來探
望。所有島民均認同「紅酒十分重要」，當地的酒由紅、白
葡萄混合釀製，不含添加劑或亞硫酸鹽，但酒精含量達16
至18%，故居民都是淺嚐即止。 ■《每日郵報》

「一夫侍千女」

開心樂園餐改送書
無玩具送

球星未比賽先失威
愛犬咬爛護照

乾淨方便大學飯堂熱賣

國際新聞

潮食

■研製「薄餅筒」的霍弗特斯。 網上圖片

薄餅crossover雪糕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