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婚姻，

爸妈做主

还不满 25 岁的王传至今也弄

不明白，父母为何如此地决绝。

2008 年，住在寿光的父母一
直在催促他：赶紧找一个合适的对

象结婚，生一个胖孙子。为了这
个，父母甚至“投资”给儿子 10

万元钱，让他买一辆车。

那年，王传与刘湘相识。

可当王传将刘湘带到父母眼前
时，两位老人却一改往日的急迫，

不紧不慢地让王传再等一等。后

来，母亲偷偷告诉王传，父亲觉得

刘湘太过时髦，做不了一个农民家

庭的儿媳妇，让他们赶紧散了。

王传没同意，他甚至背着父母

结了婚，带着那 10 万元钱到潍坊
租了房子、做起生意。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竟然

托亲戚将他告上法院，要求他偿还

多年前借亲戚的 1 万元钱。父亲托

人告诉王传，如果他肯离婚、肯回

家，尤其是 10 万元钱千万别给了

刘湘，那 1 万元钱就不必他去还

了。

对于父母这种近似无理的要
求，倔强的王传没有同意。这都是

什么年代了，婚姻凭什么还要受家

庭、双亲的控制？

可接着，他存放着那 10 万元

钱的账户，就被那起诉他的亲戚申

请查封。

父亲说，这笔钱“那个女人”

没资格花。

王传不明白，父母为何如此固

执地折腾，为什么就不能给儿子一
个平静的生活。

一场离婚战争，没有在夫妻间

打响，公婆却莫名其妙地吹响了冲

锋号，并当起了主力。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李静身

上。

2009 年初，当母亲说让自己

跟丈夫离婚时，当时 25 岁的李静

立即就同意了。

之前，父母几乎每天都会说，

丈夫买的房子是贷款来的，现在连

汽车都买不起，还对父母如何如何

地不尊敬……要这样的丈夫干什

么？不如趁着年轻赶紧离吧。

一向事亲至孝又性情柔顺的李

静终于被说动了，当与丈夫因换不
换手机的一次争执之后，她毅然同

意了母亲的建议。

庭审的时候，李静坐在母亲身

边，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她所有

的话都“被委托”给了母亲说。母

亲还像以前一样，处处为自己着
想，要房子、要贵重物品、甚至还

有精神损失费。

即便是庭审结束后，法官想找
她和她的丈夫单独调解解决，母亲
也不依不饶地跟着进了法官的办公

室。母亲说，这事得她说了算。因
为结婚、买房等一切，都是她一手

操持，这里面花了那么多钱，李静

做不了主，也不能做主。

可就在那时，看着一直不愿离

婚的丈夫，对方那依旧温柔的目光

让李静难以自持。她发现，自始至

终，她根本没想跟丈夫分开。

但这有什么用？父母不喜欢丈

夫，婚前婚后，态度从未改变过多

少。结婚用的钱大部分都是父母出

的，甚至包括房子的一部分首付。

都是“ 80 后”。他们的婚姻

里有太多的牵牵绊绊，家庭的，经

济的。审理离婚案的法官发现，他

们的婚姻，总是被父母以及父母赋
予的财富所困扰着。

当失败的婚姻
遭遇房子

“当初你是我儿媳，我给儿子
的东西，你可以沾点光，现在你不
是了，一点都别想拿走！”一位多

年负责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法官

说，她至今还记得一位母亲说过的

这句话。

那个离婚案中，丈夫小刘的家

庭条件较好，而妻子小李是从外地

农村嫁来的，除了有一个稳定的工

作和对丈夫的深爱外，一无所有。

两个同是 24 岁的年轻人，对

婚姻的责任和承担了解得并不多，

只觉得对对方好，就可以了。妻子
小李总督促着丈夫努力创业，丈夫
小刘对妻子呵护备至。在公婆眼
里，这有些“背叛”的性质了。

1 年多后，为了儿子花费半辈

子积蓄的母亲再看不过去了。在她

的眼里，眼前的这个儿媳不仅夺走

了她的积蓄，还夺走了她的儿子。

于是，母亲开始限制儿媳小李

的花销、处处找她的麻烦，甚至给
儿子介绍女朋友，就是要赶小李离

开。此时，这对年轻的夫妇已经有

了一个孩子。

但最终，小李和小刘走进了法
院审判庭。

和丈夫恩爱两年的小李觉得很
冤，并提出要孩子。但婆婆当庭反
驳：儿媳要孙子，明显是觊觎儿子

的那套房产。

这位母亲很清楚，法院在对房
产分配的判决时，多数会将房子判

给负责抚养幼儿的那一方。

两人结婚时，小刘主动将小李

加为房产共有人。当初如胶似漆的

两人，却从没想到会有离婚的这一

天。

婆婆很决绝，房子是她出钱买

给儿子的，儿媳小李怎么有资格拿

走？

而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结婚

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
人赠与。也就是说，依据法律，买

了房子给儿子，房子就是儿子的

了，儿子想分给谁就分给谁，母亲
没有权力干预。

“这怎么说得过去？”听完法
官解释，激动的婆婆甚至开始吼起

来。这不合情理，房子、车 ...... 几

乎所有都是她花的钱，凭什么儿媳
要分走一半。

在父母眼里，“ 80 后”的孩
子从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就是
父母的，父母的一切也都是他们

的，

谁也不能夺

走。而这些孩子又只

能依靠父母的帮助，

尤其是在经济上。多

年来，时间的线将

父母和孩子紧紧缠
绕，情感的，经济

的。但当孩子长大

成人，成为独立于
父母之外的一个个

体，这线就要扯

断，生生地分开，

必然有阵痛。

“给儿子花

的那些钱，如果

花在自己身上，

还 愁 不 能 养 老

么？”母亲孙丽

娟是一位企业职

工，当在法院庭审时为儿子分得的

财产据理力争后，红着眼眶告诉法
官，单位的效益早就走下坡路了，

可她还是把大半的积蓄花给了儿

子，就想着儿子和儿媳能让自己安

享晚年。可儿子和儿媳就那么不争
气，非要离婚，她该怎么办？

对方的律师说要房要车。她想

不通，对方凭什么要财产？结婚的

时候，对方要求要有车、有房，要
配置齐全，还要登记在对方名下。

而今要离婚了，就要要走车子、房
子，凭什么都是她们沾光？

而对方也有道理：一个好端端

的闺女嫁到孙丽娟家，现在年龄大

了离婚了，以后怎么办？没车没

房，哪来的保障？

由于结婚前就把房子过户给了

儿媳，律师告诉孙丽娟，这属于赠

与，要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为了儿子，才把财产毫无顾忌

地交给了儿媳。而今，儿子的幸福

生活没有了，自己的“养老金”也
可能要没了，孙丽娟怎能不急？

感情之外，

那些看不见的重量

现在的情形是——— 如果一个离

婚庭审现场里，除了法院工作人员

外，只有年轻的夫妻两个人。这场

庭审肯定会让审判人员印象深刻。

因为每当 20 多岁的当事人坐

在这里时，几乎 90% 以上的情况

都是挤满了由他们父母带来的“亲

友团”。

而那些当事人的意志，在庭审

时基本上都会被这个“亲友团”控

制着方向。他们的情绪、表情、心

境，都会让当事的年轻男女动容。

刘芳和王志的离婚庭审，是那

不到 10% 中，让法官印象深刻的

一个案例。

两个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刘

芳跟着王志来到了潍坊，并在市区

安家落户。

在家乡有亲人的提携和照顾，

王志的生意很快就步入了正轨，但

他与妻子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最

终，刘芳主动提出了离婚。

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人的父

母都没有出庭，没有干扰他们。

刘芳说，结婚的时候她对王志

什么要求也没有，不要车、不要

房，只要能够在一起。而王志的家

庭和刘芳一样，也不富裕，于是两

个人几乎可以说是共同创业。

整个庭审现场没有出现过一次

争执。王志说自己还有生意，可以

再挣钱，可以把大部分的积蓄给刘

芳。可刘芳说，还是按照法律规定

来吧，不用多给，够自己生活就

行。

当庭两人就签署了离婚调解协

议。结束后，王志向法官提出能否

给他们一点时间。

法官们退出了法庭，只留他们

两个在那里。

半个多小时后，当法官再回到

法庭时，两人已经不见了。

谁也不知道在最后的那半个小

时里，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两

人说了什么。

大家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呵护

长大的宠儿，甚至都是独生子女，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把财

产强加在婚姻上，分出一个高低贵

贱？

不少为离婚走进法院的“ 80

后”在向法官们吐露心声时，会有

意无意地触及到这个问题。

可是，这些被父母如同包办一

样养大的青年男女，他们身上承载

了太多上一代人的意志——— 期望、

价值观，甚至父母的未来。这些不

能承受的重量压在他们身上，看似

不食人间愁的一代人，在长大成

人、独立面对生活的时候，就会遇

上很多电光火石的摩擦、碰撞和矛

盾。

尾声

王传还在与父母交涉，他说希

望他们能够接受他的选择，那 10

万元刘湘并没有要，现在不要，以

后也不要，刘湘要为自己证明，为

她和王传的爱情证明。

李静没能跟丈夫离婚。在向法

官要求再给他们一个星期后，两个

人意外地和好如初。

小李还是原谅了小刘曾经的背

叛，她其实并不想要房子，还是想

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每一个破镜重圆，都没有像庭

审时那样激烈，而是脱离了父母、

财产和意志后，悄然无声地进行

了。

而含辛茹苦的父母们，仍然为

了儿女最终接受了这一切。

按照那些老法官们的话来说，

我们做父母的，给儿女财产和帮

助，是自己自愿的，不用拼得个高

低贵贱、不用加载自己的意志。我

们儿女还会给自己的儿女予以财产

和帮助，那个时候，儿女们会像我

们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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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爱情，

不能承受的

财产之重？
本报记者 张焜

只有解不开心结的时候，才会到法院诉讼离婚。而这个心结往往是一栋房子、一辆车子那么

“简单”。几乎每桩离婚都会与财产挂钩。

而今，年轻人的婚姻是天平，一边是爱情，一边是财产。当父母放上或拿下财产砝码时，爱

情砝码能否抵受这样掺杂着亲情的重量变化？

因为亲情的存在，当财产被父母赋予儿女们时，它们也成为父母掌控儿女婚姻的一个砝码。

而年轻的儿女们在代沟、孝道以及自由的包围下，也让爱情与财产的天平摇摆不定。

当我们回首看那些悲喜交加的婚姻时，留下的是一个又一个悄然无声的惊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