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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从“三转一响”到“有车有房”

半世纪聘礼变花样，结
本报记者 孟燕 宋佳 陈玮

“婚宴浪费挺让人心疼的，
有时候六七道菜还没动呢，客
人们就都走了。”毕业刚工作一
年多的小魏，参加过同学、同事
的婚宴十多场了。在他看来，几
乎每场婚宴都是“一个模子刻
出来的”，浪费厉害，成了“舌尖
上的剩宴”。

“仪式一结束，菜呼啦啦全上
来了，有时候都已经凉了。等到新
人敬完酒，就可以撤了。”小魏坦
言，有时候菜还没上齐，客人就走
得差不多了，一条鱼剩了半条，一
盘鸡动了几筷子，还有肘子肉根
本没人吃。“即使是几千元一桌的
婚宴，大多时候没怎么吃，都是饿
着肚子就回家了。”小魏抱怨。

最近刚结婚的李先生对婚宴
也很“无奈”。“客人都是随了份子
的，不让客人吃好，那怎么行，吃
不吃是客人的事，桌上有没有、多
不多可关系着主家的面子。”李先
生强调，现在很少有人去婚宴“为
了吃”，主要还是“情面”。

“我们酒店婚宴一桌最低
标准是1580元，不加酒水，上不
封顶。”12日，天桥区一家四星级
酒店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婚宴是酒店收入的一大块，大概
占到四分之一左右。据他介绍，
一桌婚宴加上凉菜、主食、果盘
等一共有16个菜，后面上的主食、
果盘，客人基本不大动，一些大
菜像鸡、鱼、肉，也是浪费比较严
重。“保守估计，一桌怎么也得倒
掉二三成左右吧。”

有业内人士指出，自助婚
宴能避免浪费。但在省城自助
婚宴还不是“主流”。“年轻人能
接受，父母觉得不入流，没面
子。”

砖头支的铺

结婚当天啃窝头

2013年5月26日是李长才和陈
瑞香金婚纪念日。这对携手走过半
个世纪的老人，谈起当时结婚的情
景感慨万千。

“俺俩1963年结的婚，当时啥都
没有啊。”71岁的李长才说，和老伴
陈瑞香是“走亲戚”认识的。老伴家
在青岛，花了8块钱的火车票钱把老
伴从青岛接回了济南。“那时自然灾
害刚过去，没嫁妆，她就只扛着铺盖
来了。结婚当天吃的窝窝头，床是砖
头支的。”李长才回忆。

陈瑞香向记者描述，床是用砖
头垒起来的，一块块钉起来的木板
做铺板。婚房“铺多长就多长”，“跳
起来就够得着房顶。”房间里全部家
当就是一张床、一张大桌子、两把椅
子，还有放衣服的木箱子和放碗的
小匣子。

“他在青岛中山路百货公司
给我买了条白丝巾，我给他织了
件毛坎肩，就算是结婚礼物了。”
陈瑞香回忆，他们也没摆酒席，老
乡送了一面小圆镜子，至今她还
保留着。

“去青岛接她的时候，皮鞋都是
借的我哥的。”李长才拿出一张黑白
纪念照说，“没什么婚纱照，订婚时
就照了这么一张合影。”老两口笑意
盈盈地表示，虽然那时候条件很艰
苦，但他们都很知足。

“三转一响”

一样也不能少

住在共青团路附近的徐先生今
年60多岁，提起当年结婚时的情景，
他脸上浮起笑意。他与老伴在1975
年完婚，当时讲究“三转一响”，自行
车、手表、缝纫机和录音机，一样也
不能少。

“当时家里条件有限，买不起
缝纫机，走了二里地借来一台缝纫
机。”徐先生回忆，当时一个月也就
那么十几块钱，买了辆大金鹿自行
车就花光了全部积蓄，没有缝纫机
结不了婚，所以只好借了一个。

说起家里那辆大金鹿自行车，
老人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他说，当

时的大金鹿比现在的私家车还稀
罕，骑着出去回头率很高。“虽然没
有缝纫机，但是看在这辆大金鹿自
行车的面子上，老伴才同意与我完
婚的。”徐先生说。

一起乘凉的陈姓老人感慨，当
时生活条件差，谁家结婚能购置齐

“老三件”，都是相当有经济实力的
了。“当时条件好的家庭买块钻石牌
手表都藏起来，生怕贼惦记着。”老
人笑着说。

电视机、洗衣机

当时最时髦

相比60年代，80年代的婚礼已
经渐渐“有模有样”了。今年55岁的
陈先生和53岁的李女士在1985年11
月结婚，当时70年代讲究的“三转一
响”仍然比较时兴，但也出现了比较
时髦和高端的电视机、洗衣机。

“我们两家凑了一台电视机、
一个洗衣机、一台缝纫机、一台收
音机，还找木匠打了几件简单家
具，就成了结婚的全部家当。”陈
先生表示，现在看起来“寒碜”，但
电视机、洗衣机在当时是最时髦
高端的。

“婚房是单位分的，这就省了
一大笔钱，我结婚还做了一身红衣
服。”李女士笑着说，在山师附近的
一家饭店，两个人举行了简单的婚
礼。“大概请了六七桌，也没什么仪
式，我们俩互拜了一下，敬个酒，婚
礼就结束了。”李女士表示，当时同
事也都来道喜，贺礼大多是带双喜
字的暖瓶、成对的枕套、印着喜字
的脸盆等实用的生活用品。

“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多
少，万元户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陈
先生说。

“新三样”变化快

“三金三银”成必备

随着时代变迁，“老三样”渐渐
被“新三样”取代，90年代到现在，

“新三样”的内容几乎每过几年都会
发生一次改变。

1996年的彩电、大哥大、组合家
具、摩托车、录像机，再到2000年的
电脑、汽车，“新三样”内容不时得到
更新，曾经的“稀罕玩意”很快就被

淘汰。但是“三金三银”金戒指、金项
链、金耳环等，一直是近年来结婚的
必备品。

市区马先生于2002年完婚，当
时家里有空调、电视、电冰箱、洗衣
机，但是唯独没有汽车。“十多年前，
谁家买辆小汽车别提多神气了。”现
在马先生已经有两辆小汽车了，他
说，日子总是越过越好，结婚时家底
厚未必是件好事，要夫妻两人共同
努力获得的幸福才有滋味。

有房有车才结婚

贷款成新时代特点

近几年，“有房有车才结婚”成
为年轻人的信条。为了一套房子，多
数人背负贷款，有人戏称现在是“小
死样”，其中透出些许无奈。

“之前结婚，在村子里盖房子就
可以娶媳妇，房子不是最难解决的
问题，但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争
着进城成家，房价这么高，负担很
重。”正值适婚年龄的小孙表示，现
在多数情况都是男方家付首付，新
婚夫妻负责房贷。

2012 年 10 月，祝先生和穆女
士结婚。“我们俩是研究生同学，
房子是结婚前3个月买的，9 1平，
1 2 7 0 0元一平米，首付交了 7 0多
万。”祝先生坦言，家里条件还算
可以，不过父母的积蓄基本都花
在这套房子上了。“剩下的近 5 0
万，我们俩自己还，说没有压力那
是假的。”

祝先生说他们的婚礼是在老家
泰安举办的，当时请婚庆公司花了
7700元。“聘礼她家没有要，不过我
爸妈还是准备了30001元。在泰安一
家比较好的酒店摆了30多桌，按照
一个人200的标准，加上自己带的酒
水，一共花了8万多。”

穆女士说结婚那天累坏了，从
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化妆、做头发、
穿婚纱。“请的司仪，婚礼流程就有3
页纸，真是累并快乐着。”穆女士看
到自己手上的钻戒，补充说订婚时
买钻戒花了13000元，还有拍结婚照
花了4000多元。

“结婚聘礼或嫁妆发生变化并
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有些过去的
习俗至今仍实用，但如果说新时代
年轻人结婚的特点，贷款将是最显
著的。”一位婚庆行业内部人士表
示。

婚成本不停涨
日韩随钱，美国人买东西

看国外婚礼

如何“随份子”

最近几年，每到五一、十
一等“良辰吉日”，新人结婚
扎堆，这让那些刚工作不久
的上班族有点“囊中羞涩”。

“去年十一，同学、同事结婚，
一共五对，随份子就将近
2000块钱。”市民刘女士抱
怨。

记者了解到，“随份子”
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很多
国家都有这样的习俗。据统
计，英国人参加一次婚礼的
平均花费是440英镑，大概
相当于一周的薪水。平均每
个英国人一年要参加5次婚
礼，这就要花去2200英镑。
但是，英国人参加婚礼最大
的花费并不是份子钱，而是
自己的服装费用。在每次参
加婚礼440英镑的花费中，
给新婚夫妇的礼金平均只
有100英镑多一点，剩下的
都被用于打扮自己了。

美国人随份子方式主要
是给新人买东西。亲朋好友
会收到一份长长的购物单，
叫做新娘登记单(Bridal reg-

istry)。美国结婚费用“重女轻
男”，传统上是由女方承担
的。新娘登记单上分门别类
详细列出所需的物品，大体
为：装饰品，玻璃器皿，炊具，
寝具，餐具，浴室用品等。新
郎“无债一身轻”，通常会和
新娘联合发出新娘登记单。

在日本，关系一般的，
随份子的数额多为3000到
5000日元，折合人民币两三
百块钱；关系比较好的大约
给 1万日元，家里的长辈给
得多一些，为 3 万到 5 万日
元。日本人均月薪折合人民
币约为2万到3万元，所以亲
友喜事“随份子”一般不会
对他们的生活造成负担。

韩国，春季和秋季是婚
嫁“随份子”的旺季。韩国人

“随份子”的数目也有不成
文的惯例。例如，普通的关
系给 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
300元左右;关系好的给10万
韩元。

本报记者 孟燕 宋
佳 整理

菜没上齐，客人就开始离席

婚宴成“剩宴”

拉高婚礼消费
本报记者 孟燕 宋佳

从上世纪 50年代的一张

床，历经老三样、新三样直到

现在的一套房，半个世纪来，

每个年代的聘礼和嫁妆都打

着历史的烙印。这一场场婚礼

也纪录了半个世纪来市民的

生活变化，以及城市经济和市

民观念的变化。“结婚聘礼或

嫁妆发生变化并没有明确的

时间界限，有些过去的习俗至

今仍实用，但如果说新时代年

轻人结婚的特点，贷款将是最

显著的。”日前，记者走进多个

家庭，还原不同年代的婚礼记

忆，以及聘礼和嫁妆的变化。

聘礼不断演变，新
人结婚成本越来越高。

（资料片）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李长才和陈瑞香已携手走
过了半个世纪，5月26日是他们的
金婚纪念日，桌上摆放着朋友们送
的金婚纪念品。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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