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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一”黄金周，我和小

伙伴们没少抱怨，几乎从 !日开

始，紧锣密鼓地参加单位领导孩

子的婚礼、发小婚礼、闺蜜婚礼、

同事婚礼、亲戚婚礼……甚至有

一天中午连赶两场，恨不得把自

己半儿劈了得了。最重要的是，这

个月的工资都不够随礼的。

人生中自己作为主角出场的

大型聚会没有几次，从出生到死

亡有满月酒、婚礼、大寿、金婚

直到最后的葬礼，其中的满月酒

和葬礼我们无法感知，而大寿和金婚多半由儿女们给操办。数来

数去，只有婚礼是我们自己最隆重的登场，也由自己精心操办。

参加过几次亲戚的传统婚礼，实话实说，能把新娘子活活折

腾疯：半夜 " 点起床沐浴更衣，化妆盘头，还要邀请亲友团堵

门。新郎更是过关重重。这还不说，良辰吉日提前一年甚至一年

半就订好，有钱没钱的都是超大迎亲车队，各种豪车各种炫酷，

婚庆公司更是在每个环节上层层扒皮。很多父母为撑面子，不惜

把十几年积蓄都花光，更有甚者是负债累累。有一个报道说，贫

困父母给宝贝儿子办婚礼，花重金租下卡迪拉克加长豪华车，结

果胡同太窄不好进；好不容易开进去了，最后却出不来。再加上

在婚礼现场，有人怀着各种商业目的前来，想升官的、发财的、

拍马屁的等，让原本感人的婚礼添加了变味的附加值。

不禁要问，我们要的是这一天的幸福，还是一生的恩爱？要

的仅是这一顿豪华大餐，还是这一生温馨的家常菜？为何要这般

劳民伤财？再看看新娘新郎被熬得都快晕倒，这声势浩大的婚礼

又给我们留下什么？难道我们图的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悲催下

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炫富？

妈妈结婚时，发小送给她一对她最喜欢用的友谊雪花膏，到

现在两个大白瓷瓶子依旧保存完好；姥姥亲手给妈妈织的红色大

围脖和手套，爷爷亲手为爸妈打的大衣柜和梳妆台，这些也都一

直珍藏着，更成为他们致青春的最美记忆。要我说，在婚宴上，

只要来的家庭自备一道看家拿手菜，以茶代酒，新婚夫妇穿上平

日里最喜欢的衣服就可，这样可以节省大笔开销，大家也能其乐

融融，节省的费用可用来多拍几套婚纱照、全家福或出国度蜜

月。至于那个红色“炸弹”红包，反正钱长得都一样，为何不精

心制作或挑选一个最有价

值和纪念意义的小礼物

呢？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内涵婚礼，不见得不温馨

不难忘。不要让钢筋水泥

隔开人们最原始、最本真

的情感，还是让最质朴、

最单纯的亲情友情温暖人

心吧！在此，我真诚呼唤

返璞归真的无价婚礼。

! 马薪蕊 北京 职业编剧

面子婚礼别搞了

这个时代
我们该怎样

新 闻 回 放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北京有人花费 !"# 万元

为子女连摆 $ 天婚宴，青岛有人拿出 %## 万元现金

做聘礼，四川有人花 &#万元租直升机迎娶新娘……

围绕关键词“结婚”，猛料层出不穷。

同时，山地车婚礼、攀岩婚礼、潜水婚礼、跳伞

婚礼……各式各样不走寻常路的非主流婚礼也令人眼

花缭乱。

怎样使自己的婚礼永生难忘而又不至于落入俗

套？怎样让婚礼看上去光彩夺目又不被人说成“土

豪”？我们究竟该怎么结婚？

这个国庆假期，我去参加了一个好朋友的婚礼，宾
利、玛莎拉蒂开道，上海外滩著名的和平饭店江景大厅满
满当当摆了几十桌，龙虾、鲍鱼齐上阵，尽显气派。夫妻
双方都是我的朋友，出于自己以后结婚的考虑，我也问了
问宴席价格，#$%& 万、#$&& 万……摆个 !' 桌就是 () 多
万，加上婚庆、聘礼等，一个婚结下来男方家真得掏空
了。

由于现今社会还是男人作为社会主导的原因，婚礼的
主要支出一般来说都会落到男方的肩上。在中国，“面
子”一向都是人们最为看重的东西，而婚礼往往正是最能
体现面子的重要场合之一。于是乎，无论是人数、场地、
席数，还是婚车、服装、钻戒、布置等各个方面，类似
“起码不能比!!!差”这样的说词就会自筹备婚礼开始便
不绝于耳，而它也会转化成一种无形的压力，时时刻刻地
摧残着每一个准新郎，让他们提前享受到“面子工程”所
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其实在我看来，婚礼只是一天，婚姻才是一辈子。婚
宴有多隆重多华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婚姻要幸福。
而幸福的婚姻是要用爱去经营的，一场简单的婚宴也可以
很美丽，很感人。只要有家人、亲戚和朋友最真诚的祝
福，结婚这场典礼就是最闪亮最难忘的。

这些年

年轻人这样结婚

! 黄尚尚 上海 公务员

奢华婚礼亲历记

三十多年前
婚礼什么样？

! 陈希国 吉林省九台市民政局退休干部

结婚还是节俭好
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无论家人还是本人都想把婚事

办好一点，办出个样来。可时代不同，个人和家境不同，婚
礼形式也不同。

就拿我来说吧。我是经人介绍与本村姑娘订婚的，相处
两年多，同意结婚，可当时两家的生活都很困难，她家拿不
起嫁妆不说，她一走，便少了一个挣工分的劳动力，我在外
工作，老母 *)多岁无人照料，经常在邻居家吃口饭。就在
这种情况下，单位领导给我出了个主意：“反正你们俩都没
意见，结婚条件又合法，你们就在乡里登上记，买点儿瓜子
糖果，开个小会儿，就算结婚了。”我一听也有道理，于是
我们在乡里登了记。当拿到结婚证书的时候，我们向单位领
导说：“会就不必开了，我们在屯中办办得了。”后来在屯
中也没操办，我俩去了一趟长春，就算旅行结婚了。结婚
后，才给妻子买了一套黑灯芯绒衣服，又新做了两套被子。

可以说我们的婚礼是“八无”式的，即无结婚照片、无结婚
仪式、无送亲人员、无迎亲车辆、无新婚宴席、无随礼的宾客、
无专用的新房（只是住人家一铺北炕），无任何家具，只有吃饭
的炊具。人家说我们结婚，是天下第一简单的。尽管如此，婚后
")多年，我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平平安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结婚流行“极简主义”，男女青年

一般买上几斤糖果，请来领导证婚，新人鞠躬，晚上将两床被

子合到一张床上，婚就算结成了。结婚的物品也很简单，买个

洗脸盆和一对暖水瓶就行了，条件好一点儿的有一两件木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城镇和乡村开始逐渐兴起收彩礼

和送嫁妆的风气。在农村，彩礼包括呢子大衣、布料、皮鞋

和手表，城里人则要求“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

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在北方地区则讲究要“$& 条腿”

“'(条腿”，即家具的腿加起来要够 $&或 '(这个数。

我和老公的婚礼从筹备到举办总共用了两个月时间。我
是大学老师，他是产品经理，因为工作关系，我们都没有太
多的时间去筹备婚礼，所以从筹备开始，基本都是交给双方
父母去操办。

但是，婚礼筹备最大的感觉还是无所适从。我们俩都是
“&+后”，对婚礼怎么举办，要注意什么风俗几乎一无所知。
每当父母将婚礼筹备的具体细节与我们商量时，我们都不知
道应该怎么办，最终还是听父母的意思。对整个婚礼，我和老
公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婚礼必须办，但是得简单办。虽然
是简单办，但是由于我和老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为了答谢双
方的亲朋好友，所以婚礼还是办了两场，在山东老公的老家举
办了一个正式的婚礼，然后在北京举办了一次答谢会。

老公家在当地农村是个大家族，按照当地的风俗婚礼其
实会持续很长。但双方父母也挺支持我们想简单办的想法，
在具体的婚礼举行中，并没有安排太多的仪式，整个婚礼持
续到下午两点就结束了。

我和老公对我们的婚礼挺满意，最重要的就是省时，不
累，没有耽误太多工作，其中最大的功劳还得归功于我们的
爸妈。 （魏廉直整理）

我和媳妇在初中就认识了。我出来打工以后，#)年没见
过面。去年回家过年我们又碰上，一起谈家庭、谈父母，聊得
挺开心，觉得性格也合适。正好大家又都单身，年纪也不小了，
谈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在老家湖南益阳办了婚礼。

老家的习俗是女方家会要彩礼钱，一般是%万、&万这样的
吉利数字。我和媳妇因为是自由恋爱，媳妇说不用拿，我觉得
多少也要拿点，就包了个#,-&万的红包，不过老丈人最后又退
回来了。份子钱收了将近"万元。不过客人送礼后，我们会回一
个#&元的红包，还有一包烟、一包糖和一包槟榔。算起来多少
能赚点儿，但礼钱以后总得还，所以只是图个热闹而已。

这两年份子钱比以前涨得高多了。我记得前些年只给几
十元，现在基本都是!))元，我们年轻朋友之间都是+))元。今
年光份子钱我就出去了#万多。之前我小舅子生小孩，我一次
就拿了+)))元。但我和媳妇都觉得，结婚真没必要装大款。只
要自己觉得这个婚礼办得值，心里有个盘算，两个人的日子要
好好过下去，为了以后的生活，这就行了。

其实
婚也可以这样结

"“婚礼只是婚姻生活一个庄重的起点，并不能决

定婚姻生活幸福与否。办婚礼首先要根据自身经济能力

量力而行，其次要量入为出，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更

不要与人攀比跟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

! 周女士 北京 高校教师

父母帮我们减负

! 李云卿 新兴集团某工地电工

自己觉得值就行

! 翁海礼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长城垣村村民

大操大办为攀比
我今年已经%"岁。这些年，我们陆续从大山里面搬到长城

垣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种上了果林，发展了蘑菇大棚，年轻
人进城务工，老年人在家务农，日子越过越红火。去年，我种蘑
菇就挣了%)))多元，远比在山里种土豆和玉米挣得多。

但是，钱挣多了，却发现村里人的想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村里婚丧嫁娶过去虽然也是要办，但不会过度，如今却是怎么
过度都不过分。就拿这结婚来说，婚车、彩礼、各类家电那都是
必须品，很多人还得借钱办婚礼，要不这婚就结不成。过去村
里人随礼，那是随个心意，#)块&块，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喜事办得是热热闹闹但却不奢侈。如今，你看着别人随礼，随
少了主人家还不高兴，都是村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咬咬牙怎
么也得随个两三百元，这还不算多的。光去年，我粗略算了下，
随礼就随了上千元。其实，庄稼人都是挣的辛苦钱，汗珠子掉
地上摔成八瓣，谁花钱心里不痛？

要我说，这农村最该改改的，就是这攀比的坏毛病。村
干部就应该好好带个头，从自身做起，不再大操大办。“成
由勤俭败由奢”，老祖宗的教训，咱们谁也不该忘。

本报记者 朱 磊采写

! 吴 斌 驻藏某部军官

简简单单才温馨
我家在乌鲁木齐。现在，乌市普通家庭一场中等婚宴成

本约在+万以上，如果再加上购房、装修和买车之类，就会
更加“高处不胜寒”。许多新人和他们的父母都异口同声：
“结不起婚！”当前.婚礼送礼也日趋“统一、规范”———“红
色罚单”红包的唯一区别只在厚薄而已，许多年轻人也怕参
加婚礼。

军校毕业后我陆续参加过亲友的婚礼，今年春节十来天
里，就机械般地参加了 #)场婚礼，先后送出了几千元礼金。
母亲当时安慰我说，羊毛出在羊身上，等我结婚时再“挣”
回来。我忙说，太累，不“挣”也罢。

现在，我的不少战友和同学要么选择了经济环保的集体
婚礼，感受热闹与陌生新人的衷心祝福；要么清静享受两人
世界旅游婚礼，婚礼仪式回归简洁轻松而愉快，也省去了不
少“迎来送往”的俗气。我告诉母亲，这也是我将来婚礼的
憧憬和向往，因为简单最温馨。 （黄自宏整理）

婚礼之我见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