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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让人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是
走到哪堵到哪的免费高速公路，还是人山人
海的旅游景区？对于许多在外工作的人来
说，真正的头疼，来自于许久未联系的老同
学突然发来的婚礼请柬。

每年的国庆都是婚礼扎堆的日子，今年
中秋国庆双节同至，许多年轻人利用其难得
的长假来完成人生大事，遍邀亲朋，举行婚
礼。国庆成为赶场式婚礼的“高发期”，随
之而来的份子钱，也越来越让年轻人肉疼，
对于参加婚礼的人而言，被掏空的钱包是他
们拥有过这个国庆假期的唯一证明。

假期前就有数个话题登上热搜，许多网
友留言评论，随份子是一个门道，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掏空钱包；也有网友认为，随份子
不应该成为困扰和负担，随的只是个心意。

份子钱越来越多
“国庆前后我们参加了 7 个婚礼，一共

随出去了6600元，最高的2000元，是参加
我老婆她表弟的婚礼，最低的500元，是高
中同学的。”小方去年5月份结的婚，今年
国庆节前后共收到了7份请柬，“每一场都
参加了，因为我去年结婚的时候人家都来
了”。小方表示，这笔开销需要他和老婆至
少省吃俭用两个月才能攒出来。

对于刚参加工作几年的“90后”们，在
随份子这件事上有着自己的标准，“关系再
不济，保底也是200元起，再低就拿不出手
了。”小方这样说道。

假期前，关于国庆参加婚礼该随多少份
子钱话题就频繁登上热搜，有专家建议随礼
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年轻人不应该跟随婚
庆奢靡之风。在媒体发起的#同事结婚该给
多少份子钱#投票中，近三成网友认为“可
以给，但没必要超过 200 元”的占比近三
成；排在第二的是“看关系，关系好的多
给”；具体到金额，认为份子钱应该在 500
元以内的占大多数。

虽然一场婚礼的份子费可以控制在500
元以内，但面对国庆如此密集的婚礼，随份
子钱花掉整个月工资也不是件夸张的事。

据招聘平台发布的《2022职场人国庆长
假调查》数据，职场人在国庆期间给出的份
子钱，人均高达 2369 元。其中，给出 1001
元—3000元的职场人最多，占比33.6%，不
到500元的比例只有7.5%。

一位新一线城市白领对媒体表示，“现
在年轻人随礼，关系差不多的基本都是500
元、666 元，关系好一点的，要不就是 888
元，要不就是1000元或者1314元，亲戚的
话随的会更高一些。”

有网友假期之前根据自己要参加的婚礼
算了一笔账，5000元的工资，至少得随出去
3000元。不少人在下方留言感叹，“为什么
父母那辈都是一两百元，为什么到我们这里
就要一两千元？”

份子钱多少也分地区
明朱元璋曾发布过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

文告 《教民榜文》，其中记载：乡里人民，
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
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
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
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
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
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
给。

意思就是，大家都是一个乡里的邻居，
别人家婚丧嫁娶遇到难事，大家都要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等以后你家有什么事了，大家
亦如此帮助。

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凑
份子”更像是一种互助保险，每个人都在人
情关系网中，不管往外掏出多少，最后也是
要回来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所以越来越
多的婚礼请柬就像是一张欠条，结婚的在索
债，已婚的在还债，而未婚的则在透支负
债。

在这个闭环中，晚婚的人有可能要承担
通货膨胀带来的投资回报礼金不对等风险，
不婚的人则有可能成为仅投资但未建立回报
渠道的唯一“受害者”。

谷雨数据曾调查过全国各地的婚礼份子
钱情况，85.6%的调查对象都表示曾为婚礼
随过份子钱，但其中仅有一半左右收回了昔
日的“情分”。

发展至今，普通人家的婚丧嫁娶已经不

再依赖乡里邻里的“及时雨”，但跨省社交
范围的扩大，关系网遍布五湖四海，该维护
的情分还需经营，发小、朋友、同事的婚
礼，都需要支出。

2020年婚礼随份子平均831元，活在人
际关系交际网中，即便是身处于一线城市的
白领，也有可能会因为份子钱而头疼。从各
地随份子钱金额看，天津、上海、北京，是
最高的三个地方。

随着时代的变迁，份子钱一路走高，面
子上的仪式感让不少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苦
不堪言，人们开始擅长用金钱来衡量感情的
亲疏远近。当个体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对集
体生存的依赖逐渐减弱，从当初的“凑份
子”到“随份子”，份子钱的意义逐渐变味
了。

份子钱越来越多婚礼也不便宜
参加婚礼的人为越来越多的份子钱感到

肉疼，婚礼的举办人为婚礼的繁琐、高昂婚
礼费感到头疼。

在不少人观念中，婚礼是一辈子一次的
终身大事，必得倾全家之力办好。技术过
硬、外拍风景好的摄影师和摄影楼需要至少
提前半年预约，位置好、交通方便、席面好
吃的酒店可能得提前一年预约才能订上，婚
礼日期要是选择国庆这种热门时间段，提前
预订日期可能还得再延长。

服装、婚鞋和头饰，喜糖、婚车祝酒
词，不同天气要换不同发型，不同亲友得包
不同红包，对于新人而言，筹备婚礼事无巨
细必得亲力亲为，能承受得住最后一关的压
力，实属不易。

有婚礼机构调研，在当前的结婚人群
中，“90后”“95后”已经成为占比最高的代
际人群。“90后”和“95后”步入社会没多
久，财富积累有限，婚礼一定程度上需要父

母支持。
别墅婚礼、酒庄婚礼、泳池party、庭院

深深的中式婚礼……年轻人的婚礼越来越讲
究个性化，场地有特色、私密性强、专业化
程度高成为“90 后”“95 后”人群挑选婚礼
场地考量重点。

婚礼投入程度越来越大，从求婚、订婚
开始，到婚纱摄影、珠宝钻戒、场地挑选、
婚礼策划等一应筹备事项，除了要花时间紧
盯流程外，哪一样也离不开花钱。婚礼价格
水涨船高。

2021 年，一对新人平均结婚花费 25.3
万元，结婚平均花费是夫妻双方月收入总和
的 12 倍，也就是夫妻双方一年的收入，而
且会有超过四成的新人会在实际花费中超出
原定预算。

婚礼越来越高端化，也就意味着需要靠
份子钱对来宾进行筛选，毕竟如今能让年轻
人打开钱包并亲自到场的婚礼基本都是关系
较为深厚的，也不会在乎份子钱有多高；而
在乎份子钱高的，也不会参加此类婚礼。

在上海工作的佳佳去年国庆去西安参加
了朋友的婚礼，随礼6000元。“我们是十几
年的好朋友，我结婚的时候她就随了 5000
元，婚礼在五星级酒店，酒宴上摆放的都是
飞天茅台，一瓶酒就好几千元。”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份子钱自
由”，近些年网络上关于“礼金互免”“不随
份子”的讨论不绝于耳，究其根本，是攀比
之风、奢靡之风让酒席成了赚钱谋利的好机
会，份子钱成为了撑面子的一个仪式，人情
味已经缺失，实用功利味道变浓了。

当下，在年轻人圈子里正流行礼金互
免、众筹礼金、时间银行等多种创新形
式，这些形式的流行正是为了让随份子回
归到最初的互助属性，让婚礼变得简单和
节约，让大家量力而行，一个幸福的婚姻
能得到所有亲朋好友的祝福，才是年轻人最
想要的。（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小方、佳佳均
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十一”长假钱包被份子钱掏空

近期，部分视频营销号营造骑手人
设，虚构“苦情剧本”博取流量，甚至非法
牟利。

一些商家在线上售卖所谓的外卖骑手
工作服，商品图案与现实中的骑手服高度
相似。据了解，外卖平台骑手的工作服都
来自官方渠道，并未授权其他渠道售卖。

对于这些非正规外卖服的去向，有商
家直言“有客户买来拍短视频用”，而各网
络平台上确实也不乏打着“骑手”人设的
视频，有的据称骑手遭遇送餐车被偷，有
的自称接到奇葩备注的订单……此类视
频台词多近似，甚至在送餐途中还能切换
双机位拍摄，套路明显。

实际上，这些是部分网络营销号和网
民编造的骑手人设“苦情剧本”。部分自
媒体以博人眼球的方式进行炒作，通过编
造争议性内容引来大量评论与讨论，以此
来获取流量并牟利。

外卖骑手被编进“卖惨”剧本

外卖骑手规模庞大，深度融入日常生
活，是大众关注度高的职业群体之一。在
短视频平台，有的骑手会在工作之余拍摄

“跑单心得”“避坑指南”分享给同行，但也
有部分营销号通过虚构骑手身份、编造故
事，以“卖惨”吸引大众眼球。

今年8月，一则“深夜外卖姐姐送餐下
楼发现车被偷”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
中，一身穿黄色外卖工作服的女子据称发
现车被偷，随后做出“跳脚、倒地、捶地、大
哭”一系列连贯动作……

湖南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民警调
查后发现，该视频系网民周某某等三人
策划拍摄的虚构故事。今年4月起，上述
三人为吸引流量发布多条视频，恶意散
布谣言、混淆视听。日前，上述三人因涉
嫌编造发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被行
政拘留。

近日，有网友网购时发
现，有商家售卖非官方的骑手
装备。求证的过程中得知一
些买家的意图为拍摄视频，在
商品详情的互动区，常见“拍
短视频真不真”“可以拍片吗”
之类的问题。

有网友还晒出一张名为
“群演兼职群”的聊天截图，图
中显示，扮演外卖骑手拍摄短
视频的报酬是100元，且“有固
定脚本”。

而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
外卖骑手服装，也能看到不少
商家售卖印着外卖平台标志
的服装，还有店铺客服直言“有些客户购
买是拍视频用的”。

据美团工作人员介绍，平台骑手的工
作服都来自官方渠道的骑手商城，并未授
权其他渠道售卖。

苦情营销伤害了谁

通过极端化演绎放大骑手在公众印
象中“不易”的一面，这一营销套路背后是
流量带来的经济利益。

今年9月，“外卖员爬泰山送键盘跑腿
费500元”的话题登上热搜。媒体核实发
现，这其实是某键盘品牌经销商团队策划
的直播带货，男子并非外卖员，事后公司
也对活动性质作出了澄清。

此外，部分骑手人设视频的剧本痕迹
明显，台词相似度极高，如“大半夜接到这
样的订单我也是服了”“发工资了，给大家
看工资条”等。

事实上，除了骑手，保洁员、残障人士、
山区果农、网约车司机等也常常成为网络
营销号编造苦情剧本时选择的“人设”。

四川省凉山州今年 9 月通报当地公
安部门破获的“系列网红直播带货案”，

“网红们”在营销机构的孵化下，以“大
凉山”“助农”为名博取眼球，销售假冒
的大凉山特色农产品，非法谋取高额利
益，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该案件已抓
获犯罪嫌疑人 54 名，捣毁不法营销机构
5 个。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自媒
体通常以博人眼球的方式进行炒作，通过
编造争议性内容引来大量评论与讨论，以
此来获取流量并牟利。”

“假骑手”不仅误导了消费者，也损害
了正常跑单的骑手声誉。有着3年配送经
验的骑手肖晓萍平日也会在短视频平台
分享跑单经验。据其观察，“这类假冒骑
手的视频会刻意凸显女性身份作为引流
的方式，视频中的‘女外卖员’往往穿短裙
短裤等，这与真正骑手的穿着不符，导致
人们产生误解，比如有人看到我送单还会
质疑我是不是真的在跑单。”

肖晓萍认为，网络一些晒骑手纸质工
资条的视频也存在编造故事的可能，“我
们有自己跑单的App，可以查看自己的工
资。” 本报综合消息

究竟谁在网购假外卖服究竟谁在网购假外卖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