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互动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编辑：李师胜 美编：晓莉 组版：徐凌>>>>

彩彩礼礼需需有有度度，，磕磕头头靠靠自自愿愿
网友不满疯狂彩礼，六成支持磕头拜年

本报2月27日推出“遇见故乡”策划，以记者的视角观察家乡的人情风俗，其中B01版《彩礼14万，小康农家因婚返贫》和
B06版的《村委下“禁令”，不允许磕头拜年》引发读者热议。在网上，网友集体吐槽彩礼攀比之风，并坦陈自己或身边人人的亲身
经历；对于磕头拜年一事，不少网友认为这是感恩长辈的一种形式，六成网友支持。

案例：

小伙为凑彩礼钱

办多个信用卡套现

家住寿光北部某村的小赵，自毕业
后就在济南工作。“在我女朋友的滨州老
家，八九万的彩礼也算不上贵重。不过女
方那边没跟我提要求，说是看着给就行，
婚后会一分不少地还给我们。”虽然对方
没提太高要求，但却暗示小赵面子上一
定得过得去。

“在当地，对结婚的彩礼钱看得比较
重，亲戚邻居一般都会问。给少了，不仅
女方面子上过不去，逢年过节进门的时
候自己脸上也无光啊！”最后，小赵和家
里人商量确定为6万元，但刚买完房子的
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最后，小赵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结
婚前多办几个信用卡，用信用卡取现，等媳
妇过门，再用带过来的钱还上。只有这样
了，再说顶多也就花个利息钱。”

与小赵同村的小张则没这么幸运，
因为彩礼钱没谈妥，他和女友分道扬镳。
半年前，经人介绍，小张与前女友认识，
两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有了结婚的念
头，不料准岳母却给出了一道难题。“当
时，她家里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到县城买
房，二是5万元以上的彩礼。小张后来才明
白，准岳母之所以把彩礼钱定得这么高，
是想多要点钱给儿子结婚时备用。最终，
小张的女友也没能劝动母亲，两人无奈
分手。

专家：

作为民俗得尊重

但不应盲目攀比

“彩礼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70%左
右的婚嫁中都存在彩礼现象，在相当多的
婚嫁中，聘礼是相当昂贵的。”山东哲学与
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马广海认为，彩礼存在
是有其原因的。在农村，彩礼一般作为男方
对女方在经济上的补偿，女方家抚养女孩
有相当大的支出和成本。女方嫁入男方家
后随夫生活，其劳动报酬也随之计入男方
家庭，这对女方家庭来说是一种损失。在此
意义上，不应简单地从道德上去批判彩礼
现象，冠之以‘陋习’、‘恶习’、‘买卖婚姻’
等，而是应切实考虑农村实际情况。

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张从军认为，
在农村，日益高涨的彩礼与社会风气和
价值观念滑坡不无关系。彩礼作为民俗
形式之一，流传到今天理应尊重，但彩礼
钱的多少应该建立在双方家庭的实际基
础之上，盲目攀比彩礼是对传统文化的
背离。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网友：

一天磕了100多个头

膝盖都直不起来了

尽管磕头拜年在省内很多农村已
不多见，但有门户网站展开的调查显
示，多达63%的网友认为“磕头拜年是
传统习俗，应该保留”，仅有14%的网
友认为应该禁止。

“过年给长辈磕头，给供奉的各路
神灵以及逝去的先祖磕头，是对长辈
的一种尊敬，对先人的一种缅怀，对美
好未来的一种期望。是风俗是传统！”
网友“我字成方”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
的评论获得了近300名网友的支持。更
有网友认为，现在很多民俗被遗忘了，
很多节日西化严重，特别是一些年轻
人更喜欢过西方的节日，所以民族的
东西应该保留。

对于村委下禁令不允许磕头，部
分网友支持村委的做法，认为这是移
风易俗的表现，需要下令干涉。但是也
有网友认为，不应该强制取消磕头。

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磕头拜年的
体验。“初一没干别的了，光磕头了。一
天磕了100多个头，膝盖都直不起来
了。”一位年轻的读者打来电话认为，
过年的时候大家拜年是可以的，磕头
就免了。

专家：

磕头礼仪背后

是一种感恩之情

作为鲁中的一个村庄，记者的老
家一直保留着磕头拜年的习俗，请家
堂、送家堂的时候磕头，初一初二给村
里人拜年的时候也磕头。即便有的村
庄的农民上楼，依然爬楼下楼地磕头
拜年。

“磕头是咱们中国人长期形成的
习俗，是一种礼仪形式。”民俗专家、济
南市民俗旅游文化产业协会主席刘学
斌认为，磕头礼仪的背后表达的是一
种感恩之情。现在的确有很多地方不
再磕头拜年，但是多数是自然发展的，
是村民的自愿。村委和政府部门不应
该强制取消磕头拜年，而是要尊重这
一传统习俗。

“随着经济发展和开放，很多青少
年文化偏西化，不重视传统文化，因此
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刘学斌称，一
些人错误地认为磕头是封建落后，其
实作为一种礼仪，有其存在的价值。

本报记者 杜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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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越没没出出息息娶娶媳媳妇妇花花钱钱越越多多

王兰芳（化名）是聊城莘县一个干了多年的农村
媒人。在她的印象中，二十多年来，该地区的彩礼由物
到钱，不仅形式变了，数额也是从几千元涨到十几万。

不过也有例外，王兰芳介绍成的几个案例证明，
在同一农村地区，彩礼的多少往往与男孩的能力呈
负相关。“越是没有正式工作、家庭条件不好的男孩，
结婚花钱反而越多，要不然没女孩愿意跟啊！有些男
孩工作好，即使家庭条件一般，给的彩礼钱少点，女
方也乐意。在农村结婚，要么图个好家庭，要么图个
好女婿。”王兰芳说。

“在结婚之前，女方大多会打听一下男方的底
细，也知道家庭困难的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眼下，
为了不让自己的闺女吃亏，哪怕是男方欠债也无所
谓，先把彩礼钱要过来把房子、车买上，这样家里的
钱就是小两口的了。”在王兰芳看来，这种彩礼的索
取方式“穷了老人，富了孩子”，是变相的“啃老”，与
尊老的传统有悖。

越来越高的彩礼钱使不少当婚青年直呼“婚不
起”。网友“叫我小灰灰s”称“娶个进口的都不一定这
么贵”，甚至有网友称“不敢娶老婆了”，不少网友将
其称为“陋习”、“恶习”。高额彩礼的诱惑之下，社会
上出现悔婚、骗婚、逃婚等一系列问题，以结婚为手
段专门诈骗他人钱财的案件屡见报端。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山东磕头拜年风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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