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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风 民 俗
人情紧过债 玩笑两豁免

北海合浦人最重人情往来，你家有喜事或丧事，我家必然送去贺礼或奠仪，

相反，我家有事你家也一定要还礼，纵使无米下锅也要设法筹措，故本地有一

句流行语：“人情紧过债”。有些家境不富裕的人，每逢立秋过后到除夕这段时

间便犯愁，因为这期间正是婚嫁或乔迁新居的旺季，意味着要连续做许多份“人

情”，笔者亦有同感。

北海历史上曾有过因开玩笑而豁免了两家人情的掌故。此事发生于清末民

初。倒漏村的苏炯章与福成圩的何学渊是一对知心朋友，二人皆以“怪才”著

称。苏嫁女，照例开宴、收礼、请客，例发一请柬给何，特别加了一行字：“却

之嫌简慢，来之则贪馋，请卓处。”是说你如不来赴宴的话，便是嫌我不用轿子

去请了，如果你来的话，就说明你非常贪吃。来与不来，由你决定吧。这行字

纯属多余而开玩笑的话，本是苏某一显“怪才”绝招，意在使他不来，免得破

费礼金，但又不失面子。而何某则照例送去“贺仪”红包，启封只有用红纸写

的一行字：“粉金一千钱，欠五百，赊五百，领则贪钱，壁之嫌少，望鸿裁。”

是说我送去粉金(嫁女贺礼叫“粉金”)一千钱，暂欠五百文，再赊五百文，你

如领受，说明你很贪钱，如璧谢(“原璧归赵”即不受领之意)的话，是嫌菲薄

了，收与不收，由你定吧。以同样的“怪才”而豁免了这次的送礼赴宴。一往

一答，妙趣横生，老夫今凑成一副对子：

却嫌简慢，来则贪馋，请卓处；

领则贪钱，璧之嫌少，望鸿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