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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友 吐 槽

谈及夫妻收入比，总会给人留下

一股陈腐的气味，照此逻辑还可以比

相貌、身高、年龄、学历、职业、家境等

等，难道这一切都能找到一个最佳的

“黄金比”？

就算是比收入，是比夫妻双方结

婚时的收入？还是比婚后 !"年各自的

收入？还是比到退休时各自的总收入？

可见一个动态的比钱难以比出一个稳

定的格局。著名摄影、导演顾长卫在拍

摄《孔雀》之前有 # 年失业在家，靠蒋

雯丽养家糊口。但是这对夫妻坦然对

待，平静度过，丝毫没有改变相互间的

承认与尊敬。

收入比 !$#%!，也是一个过度数字

化的标尺，难不成不精确到这个程度

就不能幸福吗？若是反过来就会塌天

灭顶吗？看看婚姻最动荡的演艺圈，也

能寻觅到相安无事、举案齐眉的个案，

比如李亚鹏与王菲。按名气、市场价值

和资产存量，这一对夫妻明显是收入

比“倒挂”。可我们不仅看到婚姻存续，

还看到嫣儿与嫣然基金，看到演艺、公

益两不误的红火。所以，说到底，夫妻

之间还是要比心。

首先是比务实之心。夫妻间正因

为有诸多差距、差异，才使得婚姻成为

一种补合。我善锅灶，你能浆洗，我磨

蹭，你急火。多多了解，取长补短。决策

结婚就是你打包全收，无论是喜欢的

还是不喜欢的习惯、行为。

其次是比平和之心。一对夫妻对

家庭的物质期求决定了这对夫妻对对

方收入的期求，也左右着各自心理的

平衡支点。若是抱着没有最多只有更

多的目标，那谁挣得多都无法满足这

个家庭的胃口，也难以让夫妻双方有

快乐之源，焦虑会指向收入、消费以及

对财产的支配权大小，也会蔓延到对

各自父母的孝敬计较。反之，树立起适

度增长、有比没有强的朴素目标，从容

淡定就会成为家庭生活的主旋律，彼

此为对方多收入开心，相互谦让支出，

自然也就没了争“财权”的必要。

再就是比相敬之心。夫妻是天下

最大事业的合伙人，经营感情，经营家

庭，经营儿女。相敬是最重要的基础，

尊敬又是超越性别、超越能力、超越收

入的。婚内因为财大气粗而蔑视对方，

正说明没有敬心只有唯钱。

比钱容易比心难。夫妻双方心实、

心宽、心和，谁挣多挣少又算个啥呢？

! 朱 煦

比钱·比心

"!"#$%&'()*%：凭什么男人就

要养整个家？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有这

种观念？不能一边说男女的社会地位

平等，一边又要让男人多承担家庭责

任，这样不合理。

"! 不慢的小蜗牛：夫妻之间都

需要换位思考一下，承担家庭责任的

是夫妻双方，不能认为都是男方的责

任，难道夫妻不该共同创造幸福的未

来吗？

"! 茶头排人：收入多少和收入

比，都是幻影，关键要看夫妻双方的

心态，包括对家庭责任的看法等。

"! 咋般般呀：我们这里的女人

不用外出去赚钱，只要在家里带小孩

就行，但我们的家庭照样和谐。当

然，带小孩、洗衣、做饭等，这些家

庭主妇需要做的工作也并不轻松。

"!+,多少：不能把夫妻收入比

精确地计算出来，不该过于主观地去

看待此事，只能分析独立的个体。这

个世界本身就不能太过武断。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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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比收入
多少利婚姻？

& 月 '( 日下午 ( 时许，
四川省眉山市骄阳似火，刺
眼的阳光照射在身上，让人
感觉被蒸烤一样。

眉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
故乡。在“两宋荣光”眉州
大道上，农民工王宗得正在
给准备栽种的景观树喷洒生
根剂。

今年 )# 岁的王宗得是眉
山市洪雅县柳江镇农民，十
几年来，一直在外打工，做
过泥瓦匠，当过搬运工……
在眉山做绿化，是他干的最
久的工作，“待遇不错，最
关键的是离家近，可以经常
回家看望家人。”

王宗得的工资按天算，
一天 !'" 元，每个月工资
("""元左右。他的妻子胡梦，
得益于眉山市“坚持‘以游
为主、统筹城乡’，加快农民
向三产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
转变”发展思路的实施，前
不久在柳江镇一农家乐找了
份当服务员的工作，每个月
也有 !'"" 元的收入。“我们
加起来就是 )""" 多元，日子
虽然说不上富裕，但也比较
滋润。”他说。

王宗得是一个开朗的人。
工作之余，他总是露出一口
白牙，笑着和工友们聊天。
聊到家庭的时候，言辞中不
时透露出幸福。虽说王宗得
的工资是妻子的两倍多，但
他从来没有拿这个说事。胡梦
也没有拿自己的工资和丈夫
比：“有什么比的？反正都是这
个家庭的钱，在农村，每个月
有 )"""多元，够用了。”

那些因挣钱多少引发的
家庭矛盾，在王宗得看来，
纯属无稽之谈。“我们的生
活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衣食
住行，还有医疗、教育、养
老等问题，现在医疗、养老
都有保险，义务教育免费上
学，如果孩子上大学，节约
点儿也能攒些钱。”

王宗得认为，要想婚姻更
幸福一点儿，夫妻双方都要有
责任感，为这个家多付出一点
儿，多抽出时间来陪陪家人，
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我家
的幸福，与工资无关。”

王明峰 段小峰采写

被朋友问到，你认为夫妻收
入的比例是多少才有利于婚姻时，
我突然间语塞，然后我回问：婚
姻幸福和双方收入多少有直接关
系吗？

'""* 年，我结束了打工生
活，开始自己创业，挣的钱不多，
够自己零花。后来怀孕生子，业
务干脆停止，没有收入。我和我
先生之间的收入比是 "!!，可是，
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婚姻不幸福、
不稳定。相反，我先生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是，你做的决定我支持，
只要你高兴就好。我说的最多的
一句话是，注意身体，我们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我很满足现状。

就我看来，幸福与收入无关，
与信任、尊重、满足和相濡以沫
有关。

我和先生结婚 !" 年。!" 年
间，我从不过问他的工资、奖金
以及各项收入，他也不问我的。
我负责理财，他负责挣钱，没有
孩子的时候，我们各有各的生活，
各有各的朋友圈，我只负责“相
夫”；有了孩子后，我暂时回归家
庭，负责相夫教子。

夫妻本是路人，因为缘分成
为一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同一
床榻前，需要相互信任，互相扶
持。婚姻的幸福，岂是用收入比
例可以界定的？如果是这样，女
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应该占多
大比例？洗衣做饭，照顾家人占
多少比例？如果婚姻幸福可以用
收入比例来界定，那么人和人之
间的亲情用多少比例可以界定？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
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
有各的不幸。”夫妻双方都在为同
一个家庭付出，男女社会分工不
同，为家庭付出的方式和方法注
定会不一样，如果没有趋同感，
我相信大部分人不能够成为夫妻。
如果双方都以趋利为目的组成家
庭，八成会成为不幸家庭之一。
因此，为婚姻、为家付出一定要
得到回报吗？有了黄金的收入比
例婚姻一定就幸福吗？当人和人
之间的情感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
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否还会有乐
趣，我们的婚姻是否还会有温暖，
夫妻之间是否还会发自心底地说
一声我爱你？！

如果让我从“夫妻是男女双方
以生活为目的依法结合的伴侣”这
个定义去解读夫妻一词，我读出的
是“生活”、是“伴侣”，实在无法与
“夫妻收入比”联系在一起。

如果让我从生活中去解读夫
妻一词，我记得母亲毅然决然地嫁
给父亲时说了一句：“你要是要饭，
我就跟在身后给你背口袋！”这句
话，直接影响了我的择偶标准。

我和妻子大学毕业结婚时，我
是部队的小军官，妻子是企业的小
职员。我比妻子的收入略高且工作
相对稳定，所以在妻子面前从不提
及“工作稳定”、“收入高低”之类的
词汇，因为妻子嫁给我时，对我的
期望也就是一句话：“有个栖身的
地儿，能快乐地生活就好。”我怕那
些“不着调”的词汇伤及要强的妻
子的尊严，就算触及也不是我之所
愿。

后来我转业考上公务员，此时
妻子的收入已是我的两倍开外。妻
子从来不和我提及工资的事儿，她
把我的工资卡放在她那儿维持家
里各种开销，把她的工资卡放在我
的包里维持外界开销，我的工资不
够家里开销时，妻子就装出一副小
可怜儿的样子，拉着我的衣角说：
“老公，给点儿钱花花吧。”

妻子每次拉我去商店买换季
衣服的时候，都说她没遇到喜欢
的，然后回家去网店上淘，而我虽
喜欢却又嫌贵舍不得买的，第二天
都会出现在我的衣柜里。

我们就是这样彼此呵护着对
方的心灵，我们就是这样乐此不疲
地经营着家庭，我们就是这样在没
有“夫妻收入比”的计算中度过了
!"年夫妻光景。爱到深处才是真，
情到深处贵于金。

现今社会早已脱离了那个“嫁
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年代，越来越
多的家庭都是双职工，女性早已支
撑起一个家庭的半边天，但由于社
会分工和行业划分的不同，很多行
业让女性占有着先天优势，甚至还
比男性有更好的发展潜力。

在一个家庭中，男女的收入
只要超过生活的基本线或是达到
小康标准，就不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每个女人都
希望丈夫挣的越多越好，这会让
她们更有安全和优越感，当然这
更是成功指数的一种象征。

男人们也都不希望老婆挣的
比自己多，比自己优秀，否则自尊
心会倍受打击，觉得在家里没面
子。不过，越来越多的丈夫也在帮
妻子分担着各种家庭劳务，也是不
争的事实。

最近网上流行起一个新词叫

“新养男时代”，指的是“女主外、男
主内”这一生活现象。网友们都很不
赞成这个“养”字的说法，似乎把男
女的家庭地位摆在不平等的位置。
其实，男人在家带小孩、做家务，也
是工作，也是价值的一种体现，不存
在谁“养”谁。“家庭煮夫”也会从中
体会到家庭的乐趣，也是一种分担。
男女不平等，不仅给女性带来伤害，
也给男性心理带来伤害。

记得微信上流传过的一个段
子：“钱，让多少原本相爱的人却
不能走在一起；钱，让多少没有
感情的人反而睡在一起：钱，破坏
了多少本来和和美美的家庭……”
既然夫妻有缘走到一起组建家庭，
就应该共同承担共同分享，就像
电视剧 《媳妇的美好时代》 里余
味对毛豆豆说的那样，“你是总
指挥，我是总干活。”

不少人眼中，驻藏军人的收
入似乎高些，但也许他们忽略了
这片被称作“生命禁区”土地严
峻的一面。驻藏军人往往透支着
青春和健康在工作，他们工资中
有限的高原补贴和特殊岗位补贴，
甚至还不能补偿他们常年身心亚
健康的消耗和损失。

也许在内地许多现代职业女
性心中“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
社会地位”观念的映照下，随军家
属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都微不
足道，但是我认为，对于慎重选择
了成为军嫂、尤其是西藏军嫂的女
性而言，都是早已做好了自我牺牲
准备的，至少不是拜金的物质女
郎。为支持丈夫在高原安心工作、
操持经营好小家庭，一茬茬驻藏军
嫂都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不少姐妹放弃了内地原本舒适的
生活和工作，随军来到西藏。

绝大部分时间，抚养教育孩
子和孝顺双方父母的重任都落在
我们军嫂身上。对于我这样有着
一份普通工作的军嫂来说，自己
千余元的收入养活自己，靠丈夫
的收入持家，算是天经地义。

当然，在驻藏军嫂队伍中，
也不乏工作收入颇丰的一族，有
的甚至超过了她们终年在高原奔
波忙碌的丈夫们。诚然，钱绝对不
是万能的，但是当代社会生活中，
没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其实，随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主动
失业，过“全职太太”的生活。鉴于
军人收入多半是“温饱有余、小康
不足”，靠丈夫一人的薪水养活一
家人，在当今社会，难免有些捉襟
见肘。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军人家
庭，不论夫妻双方收入差距多少，
只要双方都对家庭尽心尽力，共同
把家庭经营好，那就是幸福。对于
随军的姐妹们而言，能把更多时间
和精力集中在相夫教子与持家上，
无疑是莫大的幸福。

在我看来，不光是军人家庭，
对于所有家庭而言，夫妻双方对
家庭的用心和默契，才是维系婚
姻幸福与提升婚姻质量的前提和
基础。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再高
的男男女女，回到家里也必须全
身心回归家庭角色，双方尽心尽
力，才能把家庭共同运营好。

黄自宏整理

我家的幸福
与工资无关

农民工夫妻一席谈

"

只要高兴就好
! 周 颖

北京 全职主妇

新 闻 回 放 世界上有种痛苦的生物，叫男人。世界上有种矛盾的生物，叫女人。

陈先生名校硕士毕业，工作 !年后年薪已超过 "#万元，却被年薪 $万元的妻子抱怨赚钱太少。而在另一对夫妻中，荣女士年薪

%$万元，是丈夫收入的两倍，回家后却仍然没有“家庭地位”。很多事实证明，丈夫收入太高，会削弱妻子的独立性；丈夫收入太低，

又会引起丈夫的失落感。那么，怎样的夫妻收入比最合适？对此，有媒体随机采访了 "#人，其中七成都认为夫妻收入比为 %&$!%，是

最有利于家庭和谐的“黄金比例”。

情到深处
贵于金
! 陈青松

吉林省委办公厅 公务员

家庭煮夫
也不错
! 马薪蕊

北京 编剧

重在尽心尽力
! 易关西

驻藏军嫂

知名主持人鲁豫曾说，自己收入比老公朱雷高得多，

由自己养家，“但我看得出，他心里还是有疙瘩”。“我主

动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开支。朱雷有时觉得没面子，我就开

导他，夫妻就是一个整体，谁收入高谁养家，天经地义。

为了让他心理平衡，我主动给公婆生活费，为老两口买礼

物。但日子过着过着，不知为什么，我们心里都失去了恋

爱时的那份纯净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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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的钱，在农村，每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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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挣钱多少引发的
家庭矛盾，在王宗得看来，
纯属无稽之谈。“我们的生
活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衣食
住行，还有医疗、教育、养
老等问题，现在医疗、养老
都有保险，义务教育免费上
学，如果孩子上大学，节约
点儿也能攒些钱。”

王宗得认为，要想婚姻更
幸福一点儿，夫妻双方都要有
责任感，为这个家多付出一点
儿，多抽出时间来陪陪家人，
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我家
的幸福，与工资无关。”

王明峰 段小峰采写

被朋友问到，你认为夫妻收
入的比例是多少才有利于婚姻时，
我突然间语塞，然后我回问：婚
姻幸福和双方收入多少有直接关
系吗？

'""* 年，我结束了打工生
活，开始自己创业，挣的钱不多，
够自己零花。后来怀孕生子，业
务干脆停止，没有收入。我和我
先生之间的收入比是 "!!，可是，
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婚姻不幸福、
不稳定。相反，我先生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是，你做的决定我支持，
只要你高兴就好。我说的最多的
一句话是，注意身体，我们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我很满足现状。

就我看来，幸福与收入无关，
与信任、尊重、满足和相濡以沫
有关。

我和先生结婚 !" 年。!" 年
间，我从不过问他的工资、奖金
以及各项收入，他也不问我的。
我负责理财，他负责挣钱，没有
孩子的时候，我们各有各的生活，
各有各的朋友圈，我只负责“相
夫”；有了孩子后，我暂时回归家
庭，负责相夫教子。

夫妻本是路人，因为缘分成
为一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同一
床榻前，需要相互信任，互相扶
持。婚姻的幸福，岂是用收入比
例可以界定的？如果是这样，女
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应该占多
大比例？洗衣做饭，照顾家人占
多少比例？如果婚姻幸福可以用
收入比例来界定，那么人和人之
间的亲情用多少比例可以界定？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
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
有各的不幸。”夫妻双方都在为同
一个家庭付出，男女社会分工不
同，为家庭付出的方式和方法注
定会不一样，如果没有趋同感，
我相信大部分人不能够成为夫妻。
如果双方都以趋利为目的组成家
庭，八成会成为不幸家庭之一。
因此，为婚姻、为家付出一定要
得到回报吗？有了黄金的收入比
例婚姻一定就幸福吗？当人和人
之间的情感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
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否还会有乐
趣，我们的婚姻是否还会有温暖，
夫妻之间是否还会发自心底地说
一声我爱你？！

如果让我从“夫妻是男女双方
以生活为目的依法结合的伴侣”这
个定义去解读夫妻一词，我读出的
是“生活”、是“伴侣”，实在无法与
“夫妻收入比”联系在一起。

如果让我从生活中去解读夫
妻一词，我记得母亲毅然决然地嫁
给父亲时说了一句：“你要是要饭，
我就跟在身后给你背口袋！”这句
话，直接影响了我的择偶标准。

我和妻子大学毕业结婚时，我
是部队的小军官，妻子是企业的小
职员。我比妻子的收入略高且工作
相对稳定，所以在妻子面前从不提
及“工作稳定”、“收入高低”之类的
词汇，因为妻子嫁给我时，对我的
期望也就是一句话：“有个栖身的
地儿，能快乐地生活就好。”我怕那
些“不着调”的词汇伤及要强的妻
子的尊严，就算触及也不是我之所
愿。

后来我转业考上公务员，此时
妻子的收入已是我的两倍开外。妻
子从来不和我提及工资的事儿，她
把我的工资卡放在她那儿维持家
里各种开销，把她的工资卡放在我
的包里维持外界开销，我的工资不
够家里开销时，妻子就装出一副小
可怜儿的样子，拉着我的衣角说：
“老公，给点儿钱花花吧。”

妻子每次拉我去商店买换季
衣服的时候，都说她没遇到喜欢
的，然后回家去网店上淘，而我虽
喜欢却又嫌贵舍不得买的，第二天
都会出现在我的衣柜里。

我们就是这样彼此呵护着对
方的心灵，我们就是这样乐此不疲
地经营着家庭，我们就是这样在没
有“夫妻收入比”的计算中度过了
!"年夫妻光景。爱到深处才是真，
情到深处贵于金。

现今社会早已脱离了那个“嫁
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年代，越来越
多的家庭都是双职工，女性早已支
撑起一个家庭的半边天，但由于社
会分工和行业划分的不同，很多行
业让女性占有着先天优势，甚至还
比男性有更好的发展潜力。

在一个家庭中，男女的收入
只要超过生活的基本线或是达到
小康标准，就不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每个女人都
希望丈夫挣的越多越好，这会让
她们更有安全和优越感，当然这
更是成功指数的一种象征。

男人们也都不希望老婆挣的
比自己多，比自己优秀，否则自尊
心会倍受打击，觉得在家里没面
子。不过，越来越多的丈夫也在帮
妻子分担着各种家庭劳务，也是不
争的事实。

最近网上流行起一个新词叫

“新养男时代”，指的是“女主外、男
主内”这一生活现象。网友们都很不
赞成这个“养”字的说法，似乎把男
女的家庭地位摆在不平等的位置。
其实，男人在家带小孩、做家务，也
是工作，也是价值的一种体现，不存
在谁“养”谁。“家庭煮夫”也会从中
体会到家庭的乐趣，也是一种分担。
男女不平等，不仅给女性带来伤害，
也给男性心理带来伤害。

记得微信上流传过的一个段
子：“钱，让多少原本相爱的人却
不能走在一起；钱，让多少没有
感情的人反而睡在一起：钱，破坏
了多少本来和和美美的家庭……”
既然夫妻有缘走到一起组建家庭，
就应该共同承担共同分享，就像
电视剧 《媳妇的美好时代》 里余
味对毛豆豆说的那样，“你是总
指挥，我是总干活。”

不少人眼中，驻藏军人的收
入似乎高些，但也许他们忽略了
这片被称作“生命禁区”土地严
峻的一面。驻藏军人往往透支着
青春和健康在工作，他们工资中
有限的高原补贴和特殊岗位补贴，
甚至还不能补偿他们常年身心亚
健康的消耗和损失。

也许在内地许多现代职业女
性心中“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
社会地位”观念的映照下，随军家
属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都微不
足道，但是我认为，对于慎重选择
了成为军嫂、尤其是西藏军嫂的女
性而言，都是早已做好了自我牺牲
准备的，至少不是拜金的物质女
郎。为支持丈夫在高原安心工作、
操持经营好小家庭，一茬茬驻藏军
嫂都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不少姐妹放弃了内地原本舒适的
生活和工作，随军来到西藏。

绝大部分时间，抚养教育孩
子和孝顺双方父母的重任都落在
我们军嫂身上。对于我这样有着
一份普通工作的军嫂来说，自己
千余元的收入养活自己，靠丈夫
的收入持家，算是天经地义。

当然，在驻藏军嫂队伍中，
也不乏工作收入颇丰的一族，有
的甚至超过了她们终年在高原奔
波忙碌的丈夫们。诚然，钱绝对不
是万能的，但是当代社会生活中，
没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其实，随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主动
失业，过“全职太太”的生活。鉴于
军人收入多半是“温饱有余、小康
不足”，靠丈夫一人的薪水养活一
家人，在当今社会，难免有些捉襟
见肘。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军人家
庭，不论夫妻双方收入差距多少，
只要双方都对家庭尽心尽力，共同
把家庭经营好，那就是幸福。对于
随军的姐妹们而言，能把更多时间
和精力集中在相夫教子与持家上，
无疑是莫大的幸福。

在我看来，不光是军人家庭，
对于所有家庭而言，夫妻双方对
家庭的用心和默契，才是维系婚
姻幸福与提升婚姻质量的前提和
基础。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再高
的男男女女，回到家里也必须全
身心回归家庭角色，双方尽心尽
力，才能把家庭共同运营好。

黄自宏整理

知名主持人鲁豫曾说，自己收入比老公朱雷高得多，

由自己养家，“但我看得出，他心里还是有疙瘩”。“我主

动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开支。朱雷有时觉得没面子，我就开

导他，夫妻就是一个整体，谁收入高谁养家，天经地义。

为了让他心理平衡，我主动给公婆生活费，为老两口买礼

物。但日子过着过着，不知为什么，我们心里都失去了恋

爱时的那份纯净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