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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择偶全程参与 婚宴酒席全程负责 婚后矛盾也要掺和……

80 后婚姻“父母包办”时代来临？

一期《非诚勿扰》上曾有女嘉宾感

叹，称自己非常羡慕爷爷奶奶由父母包

办的婚姻：“他们因为包办走到了一起，

幸福地过了一辈子！ ”

某知名婚恋网站在某地调查显示，

30 岁以下首次结婚的男女， 近半数人

的另一半是通过父母亲友介绍的，这近

似过去“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交

友方式，依然占不小比例。另一项“关于

80 后父母包办婚姻” 的网络调查也得

到近似数据，其中有 7 成左右网友表示

经过父母认可后才确定结婚对象，更有

8 成网友不反对这种行为，认为“他们

是过来人，意见值得信赖”。

被年轻人频频提起的“新包办婚

姻”， 同样包含父母牵线搭桥、 认可对

方身份、 乃至出资举办婚宴等过程，

在适婚年龄的青年人中引起巨大争议。

现

状

儿女婚礼，父母最忙

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年轻人

的婚礼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从预订

酒店到送走宾客，新人父母成了最忙

碌的人。 由父母全部出资、全权打理

的年轻人婚礼有不少。不少年轻人也

表示，“包办” 婚礼只是一个缩影，不

少父母会参与到子女婚恋全过程，从

选择配偶到婚后生活全方位“渗入”，

一些网友干脆起了个新名称：“新包

办时代”。 那“新包办时代”的婚姻是

不是像过去那样不被接受？相关调查

显示，不少年轻人“乐在其中”。

现状一：

双方认识之前

先由各自父母评审过目

“我这边才认识半年，双方父母

觉得不错，吃了顿饭就把婚事定下来

了！”今年 26 岁的华先生说起自己订

婚的经过，有些迷惘：“我跟女朋友感

情是不错的，但是不是到了结婚这一

步，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 ”

华先生今年年初刚跟前任女友

分手。两人交往 3 年，感情一直不错，

但华先生迟迟不敢把女朋友介绍给

父母：“她是外地人，工作一般，家里

条件也一般，家里人经常跟我说不希

望我结婚了要两地跑。”今年春节，他

正式把前任女友介绍给父母。这顿饭

吃过没多久， 华先生和前女友分了

手：“我妈说真要跟前女友结婚，她就

不吃饭了。 ”

几天后，华先生的父母硬拉着他

参加朋友聚会：“饭桌上只有两家人，

对方的女儿也在。回家后我妈就不停

地问我对对方的看法，还把女孩的电

话号码给我，要我约她周末出去玩。”

华先生原本应付式地和女孩出去看

了几次电影，觉得对方还不错，两人

的感情随之升温：“最重要的是，跟她

相处不像跟前女友那么有压力，老要

想着今后怎么处理这些关系。 ”

此后，华先生也陆续从父母那儿

知道和现任女友相识的经过：自己的

母亲和女友的父亲有个共同的朋友，

双方家长把两人的照片、学历、工作

单位和收入情况交给“中间人”一合

计，觉得不错，母亲还特别到女友公

司楼下偷偷看过本人，才确定那场饭

局。 华先生从女友那儿得知，自己是

“未来岳父”看过的第三个男士，前两

人分别因为身高和家庭条件的原因

被否定，自己是唯一“入选”的。

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两人交往

不到半年， 双方父母一起吃了顿饭，

大致约定婚房一类“实际”的问题，就

敲定两人“订婚”，并开始各自做起自

家孩子的工作，希望他们尽快领证。

现状二：何时办酒席，何时生宝宝，家长说了算

“从结婚到现在，自己和老婆一直晕晕乎

乎的。 按理说结婚这么大的事应该很激动，但

我和老婆都没有这种感觉。 ”鲁先生对记者这

样诉苦。

他和妻子沈小姐谈了 3 年恋爱， 于 2011

年 6 月结婚。 本来两人准备享受更长时间的

二人世界，但迫于双方父母的压力，两人婚后

马上就要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两个月大。

鲁先生、沈小姐都是 1987 年出生，均有

稳定工作。 操办和婚礼有关的诸多事宜，都是

双方父母说了算。“双方父母见面吃过‘订婚

宴’后，4 个长辈似乎都挺着急的，订婚后不到

一个月就催我俩领结婚证。 领证之后大概两

个月，一天晚上我爸突然跟我说，他已经帮我

订好婚宴酒席。 ”

鲁先生说，订婚、领证、订酒席三件事，他

都没有主动参与，都是爸爸在张罗。 虽然心里

有点儿不是滋味，但也挺感激父亲的。“比如

我不知道婚宴酒席要提前订， 如果由我来操

办，婚期很可能要延后了。 而且，买婚房以及

装修也是我爸全程搞定的， 我自己一边工作

一边忙这些事，肯定忙不过来。 ”

2011 年 6 月办好酒席后， 鲁先生和沈小

姐去三亚度了蜜月。“蜜月旅行时才让我真正

有‘我已经结婚了’的感觉，因为这趟旅行是

我和老婆两个人商量着办妥的。 ”

两人本以为结婚后能好好享受一段时间

的二人世界， 没想到双方父母时不时打电话

过来，催他们要孩子。

“为了生孩子的事，我和老婆与父母闹过

不愉快，总感觉我俩是被家长牵着鼻子走。 ”

时间一长， 沈小姐终于顶不住来自父母的压

力，开始和鲁先生商量要孩子的事。 双方父母

喜出望外，表示带孩子不需要小两口操心。

现在， 小两口把孩子交给鲁先生的父母

带，两人的工作、生活都没受多少影响。“虽然

如此，但自己这么年轻就当了‘爸爸’，总有没

玩够的感觉。 ”鲁先生告诉记者。

现状三：婚后闹矛盾，各回各家找妈

今年 31 岁的唐先生结婚两年，从小没做

过家事的他常常为了些琐事跟妻子起争执。

去年 5 月一次争吵后， 妻子一怒之下回了娘

家，唐先生下班后干脆也去父母家“蹭饭”。

饭吃到一半，唐先生的父母家电话响起，

原来是丈母娘来电话找唐先生母亲了。“两个

人说了半个多钟头， 我妈让我带束花到丈母

娘家里去把老婆接回家。 我也不知道她们说

了什么，反正我这么做了，也没费多少解释的

工夫两个人就和好了。 ”

唐先生说，此后又有两次，夫妻两人因小

事起争执，两人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先把矛盾说给父母听， 让父母出面沟通后找

到一个解决办法。

调

查

因“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结婚的占 48%

记者从知名交友网站珍爱网获悉， 该网

站曾于去年 7 月举行过一次社会婚恋情况调

研， 以 30 岁以下首次婚姻的男女为调查对

象， 调研 266 人。 调查结果显示， 其中社会

自由交往相识的占 39%， 亲戚朋友介绍的占

24%， 父母介绍的为 24% ， 同学关系 11% 。

这意味着由家人、 亲友介绍的近似过去“父

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方式相识并走向婚

姻殿堂的占 48%。

今年 7 月，该网站又对 25 岁 ~30 岁的男

女注册会员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显示，98.2%

的女性表示感受到来自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压

力，84.4%的男性也感受到这一压力，“父母之

命”在婚姻大事上的影响依然明显。 87.6%的

被调查者父母都曾给当事人介绍过结婚对

象，或帮助安排、寻找相亲对象，而 82%的女

性会考虑父母给自己安排相亲对象， 这一数

据在男性方面更高达 96%。

网站研究员调研分析认为， 我们常说的

80 后，多处于独身子女或少兄弟姐妹的家庭。

从心理学角度， 如果一个人处于一个大家族

或多兄弟姐妹的家庭或小时候的伙伴多，有

助于给个人的社交能力打下一个很好的基

础，有助于提升我们情商。 但 80 后恰恰处于

一个相反的社会环境， 父母对孩子倾注了更

多的关心与担忧，形成情感压力。 迫于压力，

“80 后普遍不会拒绝父母给子女介绍的结婚

对象需求”。

自由自主婚姻太花钱

关于“新父母包办”，知名网络论坛

上曾有一个被网友称为“强帖”的帖子，

其主要观点是“自由自主婚姻现在太花

钱了”。 发帖网友称，由于要经过相识相

知的漫长恋爱过程，少不了要约会，每次

看电影、K 歌、旅游、泡吧、吃饭、买礼物

等等，样样少不了花钱，这对许多小青年

来说是一件不小的负担， 部分人为了约

会四处筹借资金， 甚至铤而走险走上犯

罪的道路。

此外，由于人相互攀比，房、车、学历

甚至高矮、胖瘦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严

重违背了婚姻的纯洁性和价值观， 什么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

行车上笑”， 部分人为了分房、 分物、拆

迁、逃避债务等宁愿选择离婚，这样的例

子比比皆是，人们闪婚闪离，普遍缺乏对

婚姻的忠诚。“而此时父母们的关心能挽

救困境中的剩男剩女”。

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

持。 市民张先生在大学时交过两个女朋

友， 后来因种种原因分手。 毕业后父母

介绍了一个朋友的女儿， 两人性格相

投，相处起来“很自然，很舒服”，如今也

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可能父母的出发点

比较实际，因此过程不大浪漫，但父母毕

竟了解孩子，也全心全意爱孩子，所以效

率肯定高。 而且‘门当户对’的双方往往

能得到稳固的婚姻，至于‘浪漫’，可以自

己制造嘛。 ”

尊重父母，也不要完全“放手”

记者走访发现， 不少专家都明确表

示，现在说的“父母包办”与过去的“包办

婚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爱情和婚

姻不能完全划等号， 婚姻需要更多理性

和宽容。 ”

部分学者对“新包办婚姻” 表示支

持。有学者认为，虽然有少数父母将子女

的婚姻作为筹码， 来换取自身或家族的

利益，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对子女

具有最强烈无私的爱与关怀， 为谋求子

女的幸福而奉献与牺牲。因此，在婚姻安

排中， 父母与子女的利益与目标完全是

一致的。

而自由恋爱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绪左

右，容易被冲昏头脑。而父母有丰富的阅

历和经验，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静、正确

的选择。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则

表示： 结婚所涉及的诸多事宜到底应该

由小两口还是各自的父母操办， 并不重

要。“一方面现在的父母大多数都很开

明， 不会强加给年轻人一些不合适的东

西；另一方面，结婚是两家人的事，具体

事宜肯定是两家人在一起商讨中解决

的。其实，无论谁来操办，温馨、甜蜜的婚

姻氛围才是最关键的。 ”

上海市妇联巾帼园心理咨询工作室

魏迎娣认为： 父母操办婚姻是不是另一

种“包办”，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区别

对待。“一种情况是，有的 80 后、90 后从

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父母包办的， 以致

于产生了惯性，对父母也有依赖感。对于

结婚如此大事，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会继续让父母包办， 而这些父母也乐衷

于此；另一种情况则不属于包办，比如父

母意愿和年轻人不同时， 年轻人听从父

母的意见，这是一种妥协，不能认为是对

父母的过分依赖。 筹办一场婚礼有很多

繁文缛节，年轻人可能并不甚明了，听从

老一辈人的安排也属于正常。 ”

对于在婚姻大事上父母和年轻人意

愿上出现的分歧， 她建议年轻人在尊重

父母意愿的基础上， 也不要完全“放

手”， 而应该共同协商分工， 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 尽量承担一些事情。 一方

面， 这其实已经是婚姻磨合的开始， 通

过操办婚礼可以增加对对方的了解， 另

一方面， 也是为婚姻生活留下美好珍贵

的回忆。

（据《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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