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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历经 40 多天的筹备，晓东和筱雅的

婚礼 10 月 2 日在甘肃省庆阳市圆满礼成。

晓东向岳父母求娶筱雅的聘礼包括“三金

一钻”，即 1只古法实心金手镯、1条四叶草

金项链、1对金耳坠、1枚 30分钻戒，以及

16.8万元彩礼现金。

站在鲜花和气球中间，面对宾客的祝

贺，这对新人内心其实有点苦涩。

订婚前商定彩礼时，筱雅父母提的要

求是“三金一钻”外加 18.8万元现金，晓东

父母感到无法接受。几番“讨价还价”，双方

家长心里都不痛快，婚事差点“黄了”。在媒人

的“说和”下，彩礼最终定在了 16.8万元。婆

家经济并不富裕，这笔彩礼对他们来说是沉

重的负担，也给小两口的婚后生活蒙上了一

层阴影。筱雅对此却无可奈何，感叹：“我的婚

姻大事，是由父母和媒人商定的。”

今年 2月 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要

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

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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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内第四次点名高价彩礼问题。各省份

也在群策群力，比如规定彩礼限额标准、提

倡零彩礼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全国多地抵制高价彩礼陋习、推进

移风易俗工作的同时，由于世俗观念的影

响，以及一些职业媒人的推波助澜，仍有不

少青年与筱雅他们一样，对自己的婚嫁彩

礼问题缺少话语权。

“感觉媒人在‘带节奏’，
说一些诱导我父母的话”

筱雅自认为是“独立女性”，近两年用

攒下的几万元与小姐妹合伙经营一家美容

店，做美甲、美睫、面部护理，积攒了些稳定

客源，每月刨去开支净收入 6000 多元，租

住在一间公寓房，买了代步车。

她和晓东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

的。晓东的职业是房屋中介，年收入与筱雅

差不多。去年他俩用自己的积蓄加上父母

的帮衬，按揭购买了一套新房。晓东父母请

托当地小有名气的职业媒人王玺，联系筱

雅父母提亲。二老觉得晓东做人做事踏实

稳重，同意了这门亲事。

眼看婚事“有戏”，媒人王玺开始多次

向筱雅父母建议多要彩礼，还说经他介绍

成婚的年轻人，彩礼都在 15-25万元，“你姑

娘优秀，是个创业小老板，事业前景好，养

个女儿不容易，彩礼要跟着风俗行情走”。

“感觉媒人在‘带节奏’，说一些诱导我

父母的话。”筱雅曾劝说父母，“别要太多，

晓东家也不容易，正在供晓东弟弟上大

学”。但父母更愿意听从媒人的建议，还提

醒女儿：“婚姻大事上不要‘恋爱脑’，能拿

出多少彩礼，代表着晓东家有多大诚意。”

在王玺的劝说下，这桩婚事的彩礼最

终定在 16.8万元。订婚那天的最后一项仪

式是“谢媒”。晓东和筱雅的父母分别拿出

2000 元“谢媒钱”给了王玺。宴席临近结

束，王玺特意对着双方家长“将丑话说在前

面”：“倘若两个年轻人悔婚、闪离，涉及钱

财的事，别来找我。”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婚嫁彩礼问

题上，我并不‘自主’。”筱雅说，小城市的人

注重传统婚嫁习俗，普遍比较重视彩礼，

“有的职业媒人就在彩礼上动心思，煽动女

方家庭哄抬价码、从中抽成赚钱”。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27岁的赵梦

琪今年 5 月和初中同学王罡结婚了，在彩

礼问题上，她也感到比较无奈。春节订婚

前，当赵梦琪说出“零彩礼或象征性收一

点”的想法时，父母坚决反对，“聊了三四

次，也没能统一意见”。

和一些同龄已婚女性朋友交流时，赵

梦琪了解到，一些人嫁女儿时，或为了攀

比、争“面子”，或受到环境压力和媒人“带

节奏”，会提出大额彩礼要求。但男方家庭

除承担买房和装修开支外，还需负担十几

万甚至 20多万元的彩礼，压力非常大。

“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
的彩礼来算”

在筱雅的农村老家，大部分职业媒人

是无业群众。他们收集掌握着几十或上百

名适婚男女青年的个人信息，包括农历出

生日期、身高、学历、职业与收入、家庭住

址、家庭成员基本情况、有无房和车、择偶

需求。“这些信息都记在本子上，有些是本

人或家长主动联系告知的，有些是自己平

时打听到的。”职业媒人王玺说。

王玺给人介绍对象有七八年了。起初，

有人找他帮忙给孩子打听合适的对象，他

陆续介绍成功过几对新人，还收到过皮鞋、

烟酒等谢媒礼。后来，问的人多了，他便觉

得这是个营生，索性每到乡镇的赶集日，就

端个小板凳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守着，等

别人找他介绍对象。一同守候的，不止他一

个媒人。时间久了，当地人管媒人聚集的地

方叫“人市”。

在甘肃庆阳，群众戏称媒人说亲是个

“跑断腿、说破嘴”的辛苦差事，有个风俗

是：说定婚事后，双方家长要赠送皮鞋作为

答谢。近些年，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将送皮

鞋改为送现金，抑或二者皆送。为赚取谢媒

礼，一些职业媒人怂恿女方家长索要大额

彩礼及服装购置费、上车费、改口费等，从

中抽成 10%甚至更多。在临近的陕西省一

些地区，彩礼还包括“离娘钱”“菜水钱”等

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职业媒人的业务有淡旺季。”王玺

说，春节前年轻人返乡时段最忙。有时，

说一个媒，一天要跑两个地方，上午介绍

男女双方见面，下午带他们“看家”（到
双方家中了解家庭居住环境——记者注）。

王玺的说媒过程，从互推联系方式、

约线下见面，到提亲、订婚，快则半月、

慢则一个月，原则就是最多约 3 次见面，

互相没好感就重新介绍。“年轻人返乡时

间紧张，一般往两边跑三四趟就能‘说

成’。能不能‘说成’，关键就是谈彩礼。”

“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终要回乡

生活，更愿意在家乡找对象。”年轻人闲时

喜欢看短视频，王玺就把说媒业务转战到

网络上，白天将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等

内容发在短视频平台上，还会发一些介绍

成功的年轻人订婚、结婚的视频，画面里有

一摞摞的彩礼钞票、琳琅满目的陪嫁物品，

还有“谢媒”业绩，标注“有意者加微信私

聊”；晚上就开直播安排年轻人线上见面。

这些业务并非免费。王玺说，现在年轻

人的恋爱择偶观念更多元化，对外貌形象、

工作收入、房子车子等条件都有不同的心理

预期，帮他们找到心仪的人，需要花时间和

精力，“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

在筱雅生活的县域，一些年轻人不愿

意婚后居住在农村，倾向于要求男方在县

城或市区买房。男方家庭婚前买房，全款

加装修费用近 100 万元，如果办商业贷

款，首付款加装修费最少也得近 40 万

元。倘若家中有两三个儿子，经济负担

“重如山”。“媒人谈彩礼的出发点，更多

考虑的是婚俗和利益，而不考虑这些家庭

的现实经济状况。”筱雅说。

赵梦琪平时比较关注社会热点。在一

些常用的短视频平台，她也发现，同城频

道用户中活跃着很多职业媒人。有人自称

自媒体从业者转型，有人挂出了婚介实体

店名称和地址。除单身男女青年婚介信息

外，发布的内容还包括“没房没车没存

款，即使再老实可靠，也没有女生愿意嫁

给你”“二婚怎么谈彩礼”“想闪婚的私信

聊”等。

“这些言论，明显与当下倡导的婚恋

文明新风相悖。”赵梦琪说。

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会
使女性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

赵梦琪的母亲刘萍祖籍在甘肃东部一

座县城。刘萍说，20 世纪，在陕甘宁三

省交界的一些县 （区），年轻人举办订婚

或结婚仪式时，会现场展陈女青年手工缝

制的被褥、布鞋和鞋垫、刺绣枕套、门

帘、香包挂件等。这些物件被称为“陪

纺”。“陪纺”越多、针线活儿做得越好，

越能说明女青年心灵手巧、具备较好的生

活技能。

进入 21世纪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

向好，展陈的物品发生了变化。

“‘陪纺’依然有，但人们开始认为，就

算再多，也并不值钱。”刘萍向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说，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展示男方赠

予女方的彩礼现金、首饰、服装鞋包、品牌

护肤化妆品等，以及女方家长赠予的陪嫁

车、家电、名表等贵重物品。

赵梦琪曾在参加的婚礼仪式上见到，

有人为女儿办出阁宴时，将陪嫁物品清单

以红榜的形式张贴在宴会现场醒目处，或

将崭新的甚至还没挂牌的陪嫁车开到宴会

现场，供宾客了解观赏。有人找货车将陪

嫁的大型家电运到宴会现场，实在不好搬

运的，就将外包装空纸壳摆在现场显眼

处。也有的女方家庭会展示两把陪嫁钥匙：

房钥匙、车钥匙。

“小城市是个‘熟人社会’，人都有从众

心理，会跟风效仿这些做法。一旦流行起

来，想破规矩不容易。”赵梦琪说，在攀比、

争“面子”的心态下，女方家庭会提高彩礼

金额要求。比如，谁家的女孩考上了研究生

或端上了“铁饭碗”，谈彩礼时，媒人会建议

女方家长：“农村没上过大学的女孩出嫁彩

礼，还有二婚的，都十五六万元，甚至 20多
万元，咱们不能比这些低。”

00 后李爱媛从小生活在陕西省靖边

县一个农村家庭，目前单身。她常听长辈

说“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钱养大的女儿，嫁

了人就是婆家的人了，不多要点儿 （彩

礼），不是亏了嘛”“彩礼给得多，对方不

敢轻易怠慢咱”。

她和同村出嫁了的姐姐们交流得知，

因为高额彩礼，有的男青年借钱、刷信用

卡甚至借网贷结婚，婚后又因经济压力产

生家庭矛盾；有人举全家之力买房装修

后，积蓄所剩无几，拿不出 20 多万元的

彩礼，选择放弃感情、另觅良缘；也有的

女青年会积极向家人争取降低彩礼要求。

“当下的年轻女性既要遵从传统婚俗

观念，又要响应婚恋新风，需要正面应对

彩礼问题。”李爱媛说，婚姻被高额彩礼裹

挟，会使女性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

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提交了

关于治理高价彩礼的提案。她建议，指导

基层自治组织对婚嫁彩礼明确约束性标

准，并将“限高”规定写入村规民约；发挥

红白理事会和乡贤作用，引导村民执行村

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制定“媒婆公

约”，杜绝收受高额回扣；紧抓重点人群，

将婚丧嫁娶情况纳入对党员干部的考核

述评、晋级晋职、监督管理，实行承诺报备

制度。

甘肃省镇原县一名乡政府干部表示，

按规定，婚介机构由民政部门审批登记、监

督管理，但平时在当地农村参加年轻人婚

礼时发现，民间仍活跃着一些无注册、无登

记、“脱管”的媒人，其中不乏哄抬彩礼、赚

取高额抽成者，还有媒人活跃在短视频平

台上，“建议民政部门摸清这类人员的数量

和情况，从严管理”。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职业媒人”哄抬彩礼 为争面子相互攀比

当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手捧苹果跨“火盆”、拿军用水壶喝

交杯酒……前不久，武警宁夏总队为 28
名 新 婚 的 指 战 员 举 办 了 一 场 浪 漫 又

“硬核”、庄重又简朴的集体婚礼。这

样的婚俗新风，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各地吹过。

近 10 年来的每年 5 月 20 日和七夕

节，团宁夏固原市委都会举办青年联谊交

友活动或集体婚礼。每次活动中，青年参

加者还会共同完成一项仪式——宣读移风

易俗倡议书。

“今年固原青年报名联谊交友活动的

热度很高，为此，团委还加密了活动频

次。”团固原市委书记李树荣介绍，当地

一些年轻人遇到高价彩礼情况，给家庭

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举办青年联谊交

友活动或集体婚礼，就是希望引导年轻人

树立抵制高价彩礼、形成移风易俗的思想

观念。”

事实上，高价彩礼造成的社会危害远

不止于此。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

学院教授靳小怡提到，这一陈规陋习“存

在婚姻缔结被过度物化、农村家庭因婚致

贫返贫风险上升、农村女性成婚权益受到

侵害、大量农村男性成婚难甚至永久失婚

等负面影响”。

“目前，引导年轻人抵制高价彩礼有

两个难点。”李树荣分析，第一个难点，

年轻人是婚姻的主角，但不一定是建立婚

姻关系的主导者，即便大多数人反感、不

认可高价彩礼，但不能完全决定原生家

庭、家长的做法；第二个难点，有些青年

仍有“讲排场、比阔气”的盲目攀比思

想，存在“彩礼低就是不重视女方”的陈

旧思想，缺乏“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

生活观念。

对于第一个难点，靳小怡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要治理天价彩礼，说到根上，还

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要改变人们的传统

观念。在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它是一个

家族性的行为，“仅仅关注年轻女性是不

够的，要更多地去影响一些在村里有话语

权的族长或村干部，或者是大家都比较尊

重的长辈。他们的观念转变了，才能真正

带动这个地区婚俗的改变。”

对于第二个难点，参加过一些订婚宴

结婚宴的陕西女青年刘雨檬也深有同感。

她举例指出，在陕甘宁一些城市，虽然鲜

花并不便宜，有的年轻人为了体面，会斥

巨资在婚礼现场布置大量鲜花；有的小镇

青年在彩礼、婚纱照旅拍、陪嫁车、蜜月

游等方面互相攀比；即使在同城娶亲，也

要找中高端品牌的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由

1 辆“头车”和 10 辆娶亲车组成娶亲车

队，在婚宴开始前绕城行驶一周，以此显

示“排面”，有些人还要在半路上进行

“挡婚车索要香烟或红包”的游戏。在婚

车费用方面，男方给每辆娶亲车司机的劳

务费少则 200 元、多则 500 元，既要送香

烟和饮料，还要负担婚车装饰费。

“这其实是一种‘伪仪式感’。有的年

轻人为了给别人展示自己过得幸福，对自

身经济实力欠考虑，选择高于自身消费能

力的方式举办订婚结婚仪式。实际上，有

的年轻人结婚时很风光，婚后却在过紧日

子还债。”刘雨檬说。

刘雨檬认为，年轻人订婚结婚追求一

些仪式感并没有错，但要摒弃“做给外人

看”的虚荣想法，充分考虑自身及家庭经济

情况，避免将人生大事搞成“面子工程”。

中央团校党的群众工作教研部教师琚

晓燕、姜振华、李燕平，曾于 2021 年对

2905名 18-26岁的未婚城市青年开展婚恋

问题调研。调研发现，要为青年构建“婚

恋友好型”环境，让“想结”的“能

结”，这是一项需要耐心和韧性的慢功夫。

为了倡导婚俗新风，有的地方村委会

主动了解本村未婚青年的婚恋需求，帮符

合条件的适婚青年牵线搭桥，并借此机会

引导双方家庭正确看待彩礼，和和气气地

商量出令双方满意的彩礼数额，成就了

不少美满姻缘。有地方倡议，适婚青年

可用彩礼为父母购买养老保险或养老储

蓄，既能让女方家庭感到男方的诚意，

也能减少女方父母养老的后顾之忧。

李树荣介绍，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固原市各级团组织开展了文明新风主题宣

讲活动，邀请青年讲师面向年轻人宣讲正

确的择偶观、婚恋观、幸福观，引导他们

树立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价值观；利用

团属新媒体平台，制作发布移风易俗公

益广告、宣传视频 30 余条，点击阅读量

有 20 多万次，让户户知晓、人人关注移

风易俗；邀请固原市内“零彩礼”结婚

的姚宗荣、马虎梅夫妇等年轻人，带头

倡议当地群众转变陈旧婚俗观念，“类似

的零彩礼、低彩礼婚嫁例子，固原市每年

都在增加”。

“抵制高价彩礼，青年及其家长的思

想工作，共青团都要做。要促进人们更新

观念，让彩礼回归合情合理。”李树荣

说，团固原市委正在筹划设立青年婚恋交

友工作室，从年龄、职业、性格等方面，

为单身适婚男女青年精准做好交友服务，

倡导青年婚恋以人品、感情为重，避免婚

姻被高价彩礼“绑架”。

拒绝高价彩礼 让年轻人“想结婚就能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今年 8 月初，未来

的公婆要上门提亲了，

23岁的关玲娜提前几天

主动和父母商量，“能

不能别要彩礼了？这样

我和陈玉杰婚后生活压

力小一点”。

关玲娜家所在的宁

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

很多人彩礼都要十几万

元。让关玲娜有些意外

和感动的是，父母竟然

同意了。

“只希望我们的独

生女好好过日子，就不

打算要彩礼了。”正式

提亲当天，关玲娜父母

向陈玉杰父母表明了态

度。陈玉杰父母则表示

“不出彩礼实在不妥”。

最 终 ， 双 方 商 量 决

定，象征性收一点彩

礼。订婚后，关玲娜

父母将彩礼钱全部交

给了女儿，作为小家庭

的生活启动金。

关玲娜从小生活在

一个经济条件普通的家

庭，父亲做建筑工程工

作，母亲在家附近打零

工。 2020 年 11 月，她

在一家广告制作公司负

责排版工作时，与广告

设计师陈玉杰相识。后

来，两人常有业务交

流，在互相帮助中产生

好感， 2021 年春节后

不久确定了恋爱关系。

“慢慢接触就觉得

还挺合适的。”陈玉杰

今年 25 岁，是宁夏回

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

关庄乡人， 2020 年从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平面

设计专业毕业后，曾在

银川的网络公司、平

面 设 计 公 司 工 作 。

2022 年 8 月 开 始 和 朋

友合伙经营一家广告

设计公司。

陈玉杰的创业起步

有多不容易，关玲娜都

看在眼里。她愿意和这个踏实肯干的小

伙子今生风雨共相伴。结婚前，关玲娜

的父母曾对陈玉杰说：“要很高彩礼，

婚后女儿跟着一起还账，那不叫有面

子。年轻人婚后把日子过好了，这才有

面子。”

“前些年，海原县年轻人的结婚彩

礼很多比较离谱，甚至有 30 多万元

的。”陈玉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随着移风易俗渐入人心，这两年彩

礼金额在逐渐降低。

陈玉杰认识的同龄人中，有的男女

青年本来很有结婚意愿，但卡在高额彩

礼环节，一段好姻缘被拆散；有的年轻

人结一场婚，高额彩礼和丰厚陪嫁的背

后，是两个家庭倾尽所有的牺牲。

他的家庭条件也并不宽裕，父亲在

中卫市中宁县一家养牛场开装载机，母

亲在银川市一边务工、一边给陈玉杰的

姐姐帮忙带孩子，弟弟正在上大学。

陈玉杰说，姐姐的结婚彩礼是 8.8
万元，父母陪嫁 3 万元。姐姐生孩子

后，父母又送去两万元。去年，他的一

位表姐出嫁，完全没要彩礼，“我们家

族的长辈对子女结婚彩礼的态度都非常

开明。”

在陈玉杰看来，彩礼的高低，和家

族长辈是否通情达理、思想观念是否开

明，都有直接关系，“思想观念首先影

响的就是身边的人”。

这对准新人约定七夕节回海原县领

结婚证。陈玉杰通过电话咨询，得知当

天海原县委、县政府正好要举办移风易

俗集体婚礼，“我们本来就不想大操大

办，就决定参加”。

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刚填完线上

报名表，就有工作人员电话询问他们的

身高体重、衣服和鞋的码数。集体婚礼

前一晚，他们被安排住在主办方提供的

酒店。“婚礼当天穿的中式礼服，还有

化妆师，都不用我们操心，没花钱。”

今年七夕节当天上午，陈玉杰、关

玲娜等 10 对新人低碳出行。新郎戴着

头盔、骑上电动车载着新娘，从酒店出

发去海原县人民广场的婚礼现场。

“电动车上装饰了红色和粉色的气

球，车载小喇叭还播放着音乐。路程虽

然就 10 多分钟，也是践行了低碳环保

理念，特别有意义。”陈玉杰觉得，那

天，他们是全县城最闪亮的年轻人。

“等红绿灯时，路人都问这是在干什

么。很多人都在拍照。”

“其实最初对集体婚礼也没抱太大

期望。”陈玉杰回忆说，没想到场面很

宏大，主持人的主持词、配乐、服饰、

婚礼流程，都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证

婚人是县领导。天气热，工作人员提前

准备了遮阳伞和矿泉水。为了避免新娘

穿高跟鞋太累，在候场区摆放了凳子。

“还有婚礼集体宣誓、互动游戏、赠送

小礼品环节，非常热闹、隆重。”

领证后，陈玉杰夫妇又回到银川开

始了忙碌的工作生活。他们准备近期邀

请在银川的亲朋好友吃顿饭，就算通知

结婚了，“不打算再大操大办，又烧钱

又形式主义，没什么实际意义。”

那
天
，他
们
是
全
县
城
最
闪
亮
的
年
轻
人

9月 16日，武警宁夏总队举办第四届“强军有你 相爱永远”集体婚礼。 周焕成/摄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举办“浪漫七夕执手相约，移风易俗青年先行”青年集体婚礼。图为新人在集体婚礼仪式现场签订婚书。 新华社记者 李旭伦/摄

甘肃省庆阳市 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中心的短视频公众号评论

区，网友讨论高价彩礼及职业媒人

“提成”现象。 图片来自网络

一名自称是甘肃省平凉市某婚

恋服务企业的短视频号博主，夜晚在

直播间发起群聊交友相亲，并将直播

间题目设置为与彩礼有关的“结婚要

18.8多不多”。 图片来自网络

5月 20 日，陕西省定边县一对

新人婚礼现场，宴会入口处摆放着新

娘陪嫁财物清单。

图片来自网络

5月，陕西省凤翔县一家长在孩子完

婚当天，向媒人送去 5000元现金作为“谢

媒礼”。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