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话 “掉 包 ”
潘振 扬

在《红 楼 梦 》九 十 六 回 中 ，写
贾母 、王 夫 人 等 为 宝 玉 议 婚 “作 了
难”时 ，凤姐 想 出 了 个 主 意 ，她
说：“依 我 说 ，这 件 事 ，只 有 一 个

‘ 掉 包 儿 ’的 法 子。”“掉 包 ”计
在“三 十 六 计 ”中 亦 称 “移 花 接
木”、“偷 梁换 柱”，在 封 建 社 会
乃至 旧 中 国 采
用包 办 婚姻 时

是最 常 用 的 伎
俩。“掉 包 ”
一词 ，最 早 见
于清 人 李 玉 的 《意 中 人 》传 奇 ；
“ 为 不 敢 求亲相府 ，且掉 包 嫁 我 娇
嫁。”

据明 代 陆 容 《菽 园 杂 记 》所
载，明 时 婚 嫁 之 时，“掉 包 ”计 是
主婚 者 和 骗婚 者 拿 手 的 把 戏 ，并 且
所采 用 的 “掉 包 ”手 段 也 是 多 种 多
样的 。在 京 师 有 以 妇 女 嫁 外 地 人 为

妾者 ，初 相 看 时 ，女 方 以 美 人 儿 出
来拜 会 ，到 了 临 嫁 之 时 ，则 以 丑 妇
换之 ，时 人名 曰 “戳 包 ”。还 有
的是 嫁过 门 之 后 ，“新娘 子”乘 男 方
不备 而 盗 其 所 有 逃 去 者 ，叫 作 “挐
殃儿”。此 外 ，还 有 以 幼 男 诈 为 女
子，敷 粉 缠 足 ，使 其 态 非 常 逼

真，过 门 后 乘 男
方不 意 而 逃 遁 。
据说 ，明 代 成
化年 间 ，曾 有
“ 女 ”嫁 一 监

生，由 于 防 范 很 严 未 及 逃 既 而 送 往
官府 被 治 罪 法 办 。

由于 “掉 包 ”计 是 一 种 骗术，
不仅 用 于 旧 时 包 办 婚 姻 ，也 往 往 被
骗婚 者 所 利 用 ，不 难 想 象 ，在 那 样
的时 代 受 “掉 包 ”之 苦 的 ，肯 定 不
在少 数 ，为 此 而 人 财 两 空 、造 成 婚
姻悲 剧 的 家 庭 ，无 不 对 “掉 包 ”计
深恶 痛 绝 。

学生 零 用 钱 之 面 而 观
余海 燕

　近几 年 来 ，不 少 中 小学 生
花销 零 用 钱 的 数字 越 来 越大 。
据调查 ，这 些 学生零 用 钱 的 来
源是：从 买 学 习 用 品 中 “暗
赚”的；向 父 母亲友 “哭 求 ”

凭考试 成绩 “及格 ”向 家 长
讨赏 的 ；以 种种借 口或编造 谎 言
向父 母哄 骗 的；还 有孩 子生 日 、
过年 过节父 母亲友馈 赠 的 ，也 有
父母 按月 发给 的 。若 上 述 办 法失
效或 家庭 经 济 困 难 的 学生 ，只 好
互相 “借 钱”，背 着 家 长 老师 干
起偷 窃 、赌 博 来 。这 些零 用 钱 的
消费 情况 主要 有 三个方面 ，一 是
购买 玩 具 、糖 果 、香 烟 、化 妆
品；二是选 购 最 新 潮 流的 时 髦服
装；三 是购 买 或租 借 一 些 未 必健
康的 读 物 。

出现 上 述 情 况 的 主要原 因 是
一部 分 学 生家 长认为 现 在生活 条
件好 了 ，可 以 让孩 子 多 一 点 享
受，自 己 过 去 条 件 艰苦 ，现 在不

能让 自 己 的孩 子 落 后 于 他人。在
这种 观点 的 支配下 ，家 长 经不起
孩子 的 软缠硬 磨 的有 之 ，互相 攀

比阔 气的 有 之 。从调 查 的 情 况
看，城市 中 小学 生花 销零 用 钱
的数款大有不断上升的 趋势 ，

家长 是 工人或个体 户 给
孩子 的 零 用 钱远 比 从事
其他职业 的 家长 慷 慨 得
多。其 实 ，给孩 子过 多
的零 用 钱 ，并不 是真 正
爱孩 子 ，副 作 用 是 很
大的 ，诸如 好 吃懒 做 、追
求虚 荣 、大手大脚 不懂
节约 、不 珍惜 他人劳 动
成果等 等 恶 习 ，无一不
与这 些有关 。固 然 ，生活
条件好 了 ，吃 好 、穿 好 、
用好无可 非 议 ，但 是 ，
作为 一个学 生的 家 长 ，

应从小对 孩子 进行 艰 苦朴 素勤
俭节约 的 教育 ，养 成 良 好的 习
惯，这才是真 正关心下一代 。

本版 编 辑　王 鹭 毅

厂长 骗婚记

常谙

这天 人 上 ，西 安 自 选 婚 姻 介 绍所 来 了 位三 十
出头 的 姑 娘 ，身 高 一米六 五 ，模样 长得挺 俊 ，登
记一年 多 了 ，还未遇上如 意 郎 君 。但 见她今天兴
致勃 勃 ，径 直 找到 负 责 人述 说 近 情：“所长 ，祖
师傅给我推荐 了 一个 ，约会二十 多 次 了 ，请你帮
我调查 一下 他 是不是真 的未婚 ，要没问 题我就 和
他决定 了！”陈所长很快打开男 方登 记表 ，不禁
喜上眉 头：“不错呀 ，身 高 一米八〇年 龄三十
三岁 ，巾 专 毕业 ，国 营厂 的厂 长 ，未婚。”再看
单位审查栏 目 ，赫然盖着 西安某厂大印 ，并有 负
责人签字：“该 同 志 一贯 积极努 力 ，很 有创新 精
神，望大 力 协助解决！”所 长乐呵呵地 说：“小
杜，难得呀 ，你真有福！”小杜 却 沉 下 脸 道 ；
他是一厂 之长 ，谁敢不给 他盖章 签字？再说 ，他
人很聪明 ，长 得也不坏 ，为 何 个 人 问 题 不好解
决？经小 杜 这 么 一
说，老陈觉 得 也 有 道
理，便 记下男方的 单 位
姓名 ，答应 调 查 调查 。
临走 时 ，姑 娘一 再 叮
咛：“所 长 ，你 快 点
啊，他天天都用 车来接
我，今天下 午 又 约 了
我。”小杜走 后 ，陈 所
长心 里也 泛 起 一 团 疑
云：这位厂 长登 记不到 一 个月 ，就和 姑 娘见面 约
会二十 多 次 ，哪来那 么 多 时 间 ？再 仔细 看看那红
色大印 ，又觉 得不会 出 多大 问 题 。下 午 ，陈所 长
蹬车亲 往男方所 在单 位打探虚 实 。不料 ，当 他和
该厂 一 位工人闲 谝时 ，那工人竟说厂长是结 过婚
的人。老陈这一惊非同 小可 ，但又害怕那工人不
了解情 况 ，冤 枉 了 这位厂 长 ，便 急忙打听 了 该单
位主管 上级 ，开 了 介绍信前 往做 正 式 调 查 。经
查：此人确 系离异者 ，该单位 也不是 “全 民”性
质。老陈异常恼怒 ，立即 换了 个地 方给女方打 电
话：“小杜吗 ，你 今天先找个借 口 不 要 和 他 见

面，明 天上午 到所里 告诉你详情！”次 日 上午 ，
陈所长又 与小杜一块到 该单位 的 另 一个上级 部门
作调 查 ，结果是：单位性质——集体；本人——
离过二次婚。小杜的心彻底 凉 了 。

下午 ，陈所长二进 “厂 长”单位 。他先找 了
签字盖章 的 另 一个厂 长 ，当 把登 记表摆 在他面前
让他重新审查 时 ，这个厂长 情知不妙 ，承认出 于
工作关系 ，没有认真审查 此表 ，造成失实。老陈
又把填表的 “未婚”厂长请来 ，他也哑 口 无言 ，
听凭处罚。就这样，“聪明 ”厂长使尽聪 明只 落
得丢人现眼 ，缺德受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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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 数女性 在婚 前
都会 有 几个知心 的 同 性
好友。不过 一旦 结婚 之
后，常 会发觉 这些 “好
姊妹 ”自 动 和 她疏远 。
这并非 是结婚者 “有夫
万事足”，不再眷 恋婚
前的 好 友 ，而 是 她 的
姊妹们大 多 以 为 她 已无
需同 性的 朋友 了 ，婚前
好友 的 地 位 ，已被她 的
丈夫所取代。事实上 已
婚的 女性不仅需 要有同
性的朋友 ，而且需 求的
迫切程度可能更甚 于婚
前。

女性 在婚 后 之所 以
更需要朋友，并非 她们
的婚姻及感情生活 有所

欠缺 ，而 是因 为 女性较
男性 在感情方面需 求更
大，也就是说 ，她们 的
感情 并不是 单 有爱情便
能完全 满足 ，她们还需
要友情来补足 。

有人挑选 了 年龄 在
16至50岁 的三百六十 名
已婚及未婚的 女性作为
调查 研究 的对 象。接 受
调查 的 女性 ，要 填写一
份问卷 ，详细地描述 她
们与同 性之间 的关系。

调查分 析的结果显
示，已婚的女性假如有
一位同 性知 心 朋 友 的
话，她们对 于生活 就有
较大的满足感 ，情绪 也
开朗。不仅如此 ，而且
这类女性一般的 自 我评

价都较那些 缺乏 知心 朋
友的女性为 高 ，自 信心
亦较强。

对于这种 现 象 ，专
家认为；在 婚 姻 生 活
中，由 于和丈夫共同 生
活，女性的 情绪变 动相
当复 杂 ，往往会 出现极
端。而 这种情绪 上 的变
动，必须通过 “非局 内
人”的朋友予 以疏导 、
安抚及提 供 宣 泄 的机
会，才 能得 到缓 和。这
时她们对朋友 的 需 求程
度，比未婚前更大 ，因
此，女性婚后应注意保
持同 昔 日 朋友 的来往 ，
从而使 自 己生活得更 愉

快。
（ 摘 《南 方 周 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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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镜
一封 信

毁了 一 个 家 鲁　博

她，端庄秀丽 ，心灵 手巧 、热心于人，说起
话来就象放连珠炮 。她叫李 华，是宝鸡市某厂工
人。

他，身 体瘦 弱 ，相 貌平平，不苟言笑。他叫
邹仁，助理工程师 ，和 李华在同 一个单位工作。

说来 他们 是两个 不幸 的人。五年前，她的丈
夫和 他的妻 子都被病 魔夺 去 了生命，蒙 受了人生
的一大灾难。八三年秋天，在好心人的说合下他
们结合 了 ，组成 了一个新 的 家庭。婚后 的 生活 是
平静的 ，李 华把心都操到 了 这个新家 和 孩 子 身
上，邹仁的 脸上也露 出 了 笑容。和睦 的 家庭使邹
仁在工作上产生 了 动 力 ，提职，提薪 的 美 事 不
断，同 事 们 说 他找 了 个好媳妇 ，交 了 “红运”。
邹仁听 得心里 乐滋滋 的 。

正当 他们 的 家庭 充满 阳 光 的 时 候 ，邹仁 的 母
亲从千 里 之外给邹 仁寄 来 一封 信。谁想这封信竟
断送 了 他的 家庭 。

原来，邹母对 儿 子 的 婚 姻 很 不放心 ，怕 书 呆
子气的儿 子 吃亏。她 在给儿子 的 信 中 写道：“李
华很 精 ，长 的 象 电影里的 女特 务 ，你 要 多 个 心
眼，不要听 她的 摆布 ，要 监视她十 年……”。糊
涂的邹 仁把母亲 的 来信奉为 圣 旨 ，当 真 有 了 “防
妻之心 静”。从此以 后 ，李 华无论干 什么 ，邹仁都要
过问 ，经 济上更 是毫不放松。不久 ，李 华发现 了
信的 秘密，“防夫”之心 随 之 产 生。于是，家庭
失去 了原来 的平静和欢乐。随 着 “震频”的 不断
加剧 ，失去 了 信任 的夫妻关系瓦解 了 。

作为 父母，都希望 自 己的儿女建立一个幸福
美满 的 家庭，在他们生活 的道路上给以 指点 ，然
而，这种 指点却应该是正面的 、积极 的 ，反之 就
会使儿女陷入痛苦 的漩 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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