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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高价“礼”变味

今年春节过后，踏上返岗归途，来自中
部地区农村的王先生内心有些焦虑：年过30
的他又被家里催婚了。

“在老家，我确实是大龄青年了，可现在
找对象、结婚也没那么容易。”王先生坦言，
在当地，男方打算结婚，一般要备好房、
车，还要出一笔彩礼。彩礼金额大致 20 万
元，全部加起来至少六七十万元。

王先生算了一笔账：每月打工挣6000多
元，一年存下三四万元。如果仅靠自己打
工，很难在短期内攒够这笔费用。

生在北方某县城的小刘面临和王先生类
似的烦恼。在小刘的家乡，彩礼数也在20万
元上下，但当地很多人家有攀比心理。“对男
方来说，如果谁家彩礼少，很没有面子；对
女方而言，彩礼越高，就觉得嫁的闺女越厉
害。”小王说，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彩礼超

“行情”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长一个时期，一些地方的彩礼居高不

下，甚至出现了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的怪
象。个别地区还流行“万紫千红一片绿”“三
斤三两”的说法：前者指 1 万张 5 元钞票、
1000 张 100 元钞票和 1 张 50 元钞票；后者指
三斤三两的100元钞票。

高价彩礼让“礼”变了味。“作为我国历
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彩礼有一定合理
性，但‘高价’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
力。”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赵浩指出，高价
彩礼很可能使部分农村家庭“因婚致贫”“因
婚返贫”，进而产生家庭纠纷和代际矛盾。

“这是一种陋俗，也是对人的不尊重，
与传统婚礼内含相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彭林认为，“婚礼”的“礼”，是让人
们对结婚有敬重之心，认真对待婚姻。“婚
礼是一件严肃的事，高价彩礼把这层含义
冲淡了。”

高价彩礼为何难治？全国妇联副主席吴
海鹰表示，首要问题在思想观念，“有些人认
为，‘彩礼是女儿身价的标志，彩礼要得少会
让人笑话’。”有关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调查显示，54.2%的人认为“好面子、随大
流”是索要高价彩礼的第一原因。

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则进一步抬
高了彩礼。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蓝坊镇魏家
村村支书魏三忠介绍，嫁到城里的姑娘不
少，到村里的却寥寥无几。目前，村里适婚
青年中约七成都是男青年，面临一定的“娶
妻难”问题。

吴海鹰指出，“媒婆”等婚姻中介从彩
礼中“抽成”也助推了彩礼金额走高。记者
了解到，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中介费，怂恿
女方父母索要 “ 服 装 购 置 费 ”“ 离 娘 钱 ”

“菜水钱”等，并从高价彩礼中抽成 10%甚
至更多。

“低”“零”应提倡

前不久，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
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5
年内第4次点名“高价彩礼”。

在江西省全南县，玉舍村党支部书记林
太金结婚“零彩礼”这件事近日传开了，打

动了不少因高额彩礼而迟婚恐婚的年轻人。
“他多次在村中移风易俗宣讲会上说支持

‘零彩礼’，这次更以实际行动为村里人树立
了好榜样！”村民们说。

“我和爱人相恋两年，都认为，两情相
悦，能一起过好我们的小日子才是最大的幸
福。”林太金表示。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过得幸福快
乐。”林太金的岳母说，“零彩礼”嫁女儿，
也是希望小两口不要因为面子承担债务，轻
装前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谈到最近的婚俗新风，山西省襄垣县付
村村民王科和王靖深有体会。他们是村里第
一对“零彩礼”夫妻。

2017年，由于父亲重病，王科家里花光
积蓄还欠了一笔外债。2019年夫妻俩准备结
婚时，正逢县里大力推动移风易俗。

“过去女方要十几万元的彩礼很普遍。”
王靖说，但现在农村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工
作，能挣钱，况且两人感情好是彩礼换不来
的。婚后，两人到县城打拼，如今不但还清
了欠债，还有了不少积蓄。

近年来，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对彩礼
“限高”，“低彩礼”“零彩礼”渐成新风，治
理取得一定成效——

河北省河间市，2021年 4月至今年 1月，
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 4726 对，其中“低彩
礼”“零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

前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
甘肃省定西市，2022年6月至今，70%的

出嫁方彩礼控制在5万元以内，平均为4.9万
元，比之前下降了10.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
实施 9 个月内，制止 10 万元以上彩礼 528
起，彩礼从平均 30 万元降至 10 万元以内。

河南省宁陵县倡导彩礼不高于 3 万元；
宁夏泾源县明确彩礼不超过 6 万元，并逐年
下降；山东省沂水县杨庄镇提倡不要彩礼或
少要彩礼，一般不超过 1 万元；江西省萍乡
市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很多地方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高
价彩礼“降温”，为爱“减负”。河南省杞县

连续多年举办新风尚集体婚礼。一对参与过
集体婚礼的新人说：“我们的婚姻没有高价彩
礼的困扰，也没有细枝末节的烦琐，有的是
余生白首、细水长流。”

江苏省东台市紧抓重点人群，建立公
职人员婚前廉政谈话、操办婚嫁事宜报告
备案、违规操办婚嫁事宜歪风查办三项制
度，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做到婚事新办、简
办、廉办。

共建文明乡风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大槐树村村民张盼
至今仍记得，自己曾因彩礼发过愁。根据习
俗，彩礼金额一般在 12万元至 15万元之间。
后来多亏当地红白理事会的调解、劝说，彩
礼降至6万元。

政策的不断落地实施，使高价彩礼在部
分地区得到抑制，婚事花费也大幅降低，但
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如何
建立治理高价彩礼的长效机制？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靳小怡认为，对高价彩礼的治理应是综合性
的，既要从婚宴、彩礼金额的规定性政策入
手，也要在促进家庭和谐、保护女性权益、
树立正确的奋斗观与爱情观上下功夫。

吴海鹰表示，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
教育，培树一批群众身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的家庭典型，并大力宣扬“不要彩礼要幸
福”“婚后共同奋斗”的婚恋观，形成抵制高
价彩礼的强大舆论氛围。她还建议制订具体
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相关地
方性法规。

“乡村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赵浩说，

“天价彩礼 ”， 或 与 村 里 男 女 比 例 失 衡 有
关，或与养老关系密切，“我们只有找到每
个地区高价彩礼盛行的具体原因，才能真正
解决它”。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来源比较少，
彩礼起着家庭经济保障等多重作用。”中国社
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指出，要
重视高价彩礼背后的经济逻辑，建议进一步
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养老、就业和医疗卫生
等公共服务均衡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要优化服务举措，完善相关激励机
制。”吴海鹰建议：搭建公益婚介平台，为未
婚男女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完善婚嫁新风礼
遇激励机制，为“低彩礼”“零彩礼”者提供
集体婚礼、免费体检、创业担保贷款等暖心
支持服务；支持村委会继续用好“红黑榜”

“积分超市”等治理方式，激发村民参与乡风
文明建设内生动力。

“治理高价彩礼，需要我国传统婚礼道德
精神的回归。”彭林认为，高价彩礼盛行反映
了部分家庭精神文化的匮乏。他相信，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人们对中华优秀
婚姻家庭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高价彩
礼等婚嫁陋俗终会得到全面有效遏制。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点名，各地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

彩礼“降温” 为爱“减负”
本报记者 史志鹏

举行一场“不比彩礼比幸福”的集体婚礼，开展“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主题

宣讲，向新人发放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培育农村妇女干部当倡导俭朴婚嫁的

“新媒婆”……近期，多地发出倡议、组织活动，抵制高价彩礼。

近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动婚俗改

革实验区建设，“低彩礼”“零彩礼”悄然成风，高价彩礼得到一定遏制，群众在婚嫁中的

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摒弃婚嫁陋俗正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与行动。

“高价彩礼”频上热搜，成为不少年轻人
走入婚姻的“痛点”，也成为全社会关注度颇
高的问题。由“高价彩礼”引发的对“低俗婚
闹”“大操大办”等婚俗的抵制，更道出了许
多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新人的心声。让年
轻一代“结得起婚”“结得舒心”，营造简约适
度的婚俗风貌，成为大家共同的期待。

据相关调查和专家分析，“高价彩礼”
治理有其复杂性、特殊性，背后的原因是
多元的。“好面子”思想、攀比心理是大多
数人索要高价彩礼的主要原因，不少地方
还存在“彩礼多少关乎‘身价’”“彩礼代
表了自家孩子的优秀程度”等观念，认为
彩礼低了会影响“家庭形象”。部分地方还
有婚姻中介从彩礼中“抽成”的不良风
气，间接助推了高价彩礼。近年来，各地
通过努力，一定程度遏制了高价彩礼乱

象。但由于治理的精准度尚有欠缺，对
“高价”的界定不够明确、相关措施缺乏力
度等，高价彩礼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原因多方面，所以更需要多方面努
力。正确、健康的婚恋观是理性看待彩礼问
题的基础。婚姻不是交易，彩礼不是幸福的
筹码，彩礼金额更不是衡量婚姻美满程度的
标准。要让群众正确看待彩礼的含义，建立

“美满婚姻需要一起奋斗”的共识，让彩礼回
归“父母对新人美好祝福”的本义。这需要

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以文艺作品、
公益广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群众
理性看待彩礼在婚姻中的作用。

“限高”规定也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精
准化，形成更有效的约束。相关部门应结
合近年工作实效进行调研总结，因地制宜提
出更具体的“高价”标准，使群众对高价彩礼
的认知更清晰，使执行人员落实相关治理措
施更有依据。同时，也应对积极响应、主
动选择“低彩礼”“零彩礼”的家庭进行相

应激励，提供充分的婚嫁服务支持。
高价彩礼背后，折射出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带来的影响，相关问题在欠发达乡
村更突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
差距，才是破解此类问题的根本路径。

移风易俗需要耐心，久久为功。甘肃
省定西市去年启动了相关行动，推出了婚
嫁礼金不超过 5 万元、举办婚事酒席不超
过 20桌等措施。宁夏泾源县明确要求，彩
礼金额最高不超过 6 万元。一些地方还通

过举办集体婚礼等形式，引导群众转变婚
俗观念，在全社会营造文明健康的婚礼新
风尚。这些举措都已初见成效，但彻底消
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不可
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积极引导、有力约
束和多元激励。

美满婚姻无需天价彩礼证明，父母祝
愿不用彩礼金额衡量，健康文明、简约适
度的婚俗风貌更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祈望全社会对彩礼、对婚俗的观念更
为理性，让新人在走入婚姻殿堂时，多一
分家庭生活的甜蜜欣喜，少一分婚俗陋习
的束缚局促。

让年轻一代“结得起婚”“结得舒心”
谭涵文

图①：一 对 新 人 在 江 西
省宜春市靖安县东白源生态
谷“不比彩礼比幸福”相框前
留影。

徐仲庭摄 （人民视觉）

图②：前不久，山东省青
岛市西海岸新区举办“传承良
好家风家教”婚俗改革主题活
动，倡导文明婚俗。图为在西
海岸新区婚姻登记处，剪纸艺
人教新人剪喜字。

王培珂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浙江省舟山市定
海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一对
新人手持提倡婚事俭办的标牌
合影。 陈永建摄（人民视觉）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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