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A04
2025年4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赵璇 编辑：王一品 美编：王艳 校对：姜军

彩礼作为我国婚姻习俗中
的重要内容，不能一味否定。高
额彩礼争议的背后，是传统观念
与现代理念的碰撞。有专家指
出，治理高额彩礼需要政府、社
会、家庭的“组合拳”，从制度到
观念全面革新。

“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
进行有效政策引导和社会基
本保障建设。要倡导文明节
俭的婚俗新风，还要加强教
育、就业、医疗等优质资源在
城乡间、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减轻年轻人跨省迁移和大城
市高昂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
同时完善农村养老体系，弱化
家长‘养儿防老’的观念。”宋
朝丽则表示，政府要潜移默化

进行文化重塑。比如，推广集
体婚礼、家风讲堂，用“仪式
感”替代“金钱化”；通过教育、
宣传等方式，引导公众树立正
确的婚恋观；将抵制高价彩
礼、铺张浪费等纳入村规民
约；推广当地“零彩礼”“低彩
礼”的典型案例。

“今年，我们将持续打造便民
惠民新标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
组织申报第三批全国和省级婚俗
改革实验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解决高额彩礼问题，不仅
需要政府部门的努力，更需要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要在全
社会加强教育引导，通过学校
教育、社区宣传等方式，培养

年轻一代正确的婚姻观念，倡
导婚姻自由、平等、文明；发挥
社会组织作用，比如，鼓励妇
联、青年组织等社会团体积极
参与，通过举办集体婚礼、婚恋
讲座等活动，推动婚俗改革；在
媒体监督与宣传上，媒体应加
强对高额彩礼现象的监督报
道，同时积极宣传移风易俗的
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宋朝丽提出，相关部门对
宣扬低俗婚恋观，索要、炫耀高
价彩礼，媒婆、婚介等怂恿抬高
彩礼金额，彩礼金额普遍过高
等问题要集中整治。“切勿操
之过急，应循序渐进，遵守规
律，才能更见实效”。
记者 陶然 文/图

从制度到观念，婚俗变革进行时……

为爱“减负”让彩礼回归“礼”性

集体婚礼在郑州成新风尚

在采访中，老一代
人纷纷表示，从根源上
讲，彩礼是男方对女方
家庭尊重、感恩的直接
体现。

“虽然孩子们是自
由恋爱，但是彩礼必须
给。我就一个儿子，对
方也是一个女儿，人家
培养姑娘这么多年不容
易。这是传统，也是一
种尊重。”惠济区赵先生
的儿子最近刚结婚，在
彩礼这方面，赵先生和
儿子表示赞同。

据了解，郑州的彩
礼钱一般在 6.8万至 22
万元之间，所处地区不
同，彩礼有很大差距。
市区的彩礼金额会偏高
一些，一般很少有低于
10万元的彩礼。

从经济层面看，不
少家长认为，彩礼能为
新婚夫妻提供实打实的
资金支持。成家立业，
开销剧增，这笔资金能
帮新人缓解燃眉之急，

顺利开启新生活。
“我爸妈主要是为

了给我未来的幸福加
一重保障，有了这笔彩
礼，我的小家就有了起
始资金。”90 后芸丽认
为，彩礼的用意之一是
希望新人好好生活，这
笔资金做储蓄或应应
急都很实用。

部分农村家长则希
望从彩礼中获取回报。
西西 23 岁大学毕业就
嫁人了，在西西妈妈看
来，培养女儿耗费大量
教育成本，女大学生就
业不易，短期内难以得
到太大回报。所以，在
婚嫁时希望可以用彩礼
的形式收回培养女儿的
成本。

彩礼习俗是一条无
形纽带，紧紧连接着两个
家族。不少受访者认为，
彩礼作为传统婚俗，承载
着社群的集体记忆与文
化认同，可以传承家族文
化，维系社会和谐。

传统婚姻观强调家庭和
谐，甚至将婚姻视为两个家族
的经济联盟。但是，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彩礼金额也水涨船高，多
地出现“天价彩礼”。

“新娘在市里上班，结婚要
求男方买房买车，彩礼还要 10
万元以上。”打算五一结婚的90
后小言无奈地摇着头说。

“我希望双方真诚相待，
以 感 情 为 基 础 共 同 经 营 生
活。”来自农村的小郭准备求
婚，他明确表示，若对方家庭
要求过高数额的彩礼，自己难
以承受，更不愿因此加重父母
的负担。

采访中发现，受教育程度
更高的年轻人，更能理解婚姻
本质，在他们眼中，现代婚姻

更强调情感支持、精神共鸣。
“对于婚姻，我更注重个人情
感和共同成长，双方的精神契
合，生活有质感，才是幸福的
真谛。”34岁的王女士是一家
公司的中层，研究生学历的她
表示，彩礼可以是一种形式，
要体现相互尊重，不必太在乎
金额，爱与责任才是婚姻最坚
实的基石。

爱与责任才是婚姻最坚实的基石

对于高价彩礼，走访中近
一半人认为，高价彩礼要归因
于农村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女
方占据彩礼议价主动权。一
部分人认为，这与感情基础不
牢固有关。还有一部分人指
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
存在攀比心理，看到别人要彩
礼自己也想要。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零
彩礼”或者仅象征性给一些的
年轻人多是自由恋爱，一般都
有着比较深的感情基础。而
许多靠相亲介绍确立婚恋关

系的，则会把对方的经济收
入、家庭条件视作重要参考指
标，相应地对彩礼金额也会有
更高要求。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教授宋朝丽表示：“随
着城镇化的推进，许多农村女
性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地区
适婚女性减少，进一步加剧了
彩礼的上涨。而城镇化也带
来了生活成本的提高，女方在
择偶时更加注重男方的经济
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高
了彩礼的要求。”

一部分女性表示，结婚带
来的生育问题可能会使得她
们在工作和事业上受挫，甚至
面临失业风险，社会属性的削
弱让她们不得不以另一种形
式寻求补偿。

采访中，不少男方父母认
为自己对子女的婚姻承担着
较大责任，愿意承担高额彩
礼。而女方父母则怕女儿嫁
到男方家受欺负，所以才要
求较高的彩礼。这种代际责
任观念也是推动彩礼上涨的
因素。

治理高额彩礼，要化风成俗、久久为功

高彩礼之风因何刹不住

5月10日，中国婚姻登记将迎来历史性变革——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全国通办、取消
户口簿、治理高额彩礼等政策引起全民热议。有人
欢呼：“再也不用折腾着回老家领证啦！”也有人质
问：“彩礼的事儿，新规管得住吗？”

全国婚俗调研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平均彩礼
达12.8万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
据了解，郑州城市彩礼则普遍在6万元以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
礼问题综合治理”。据统计，7年来，中央一号文件6
次点名“高价彩礼”，意在革除婚嫁沉疴，涵养文明乡
风，为乡村振兴清障铺路，折射社会治理向民生痛点
精准发力的深层变革。

如今，人们如何看待彩礼？高彩礼现象背后又
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婚俗改革又该如何久久
为功？

彩礼体现男方对女方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