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年前，鲁迅先生以一个漂泊者的身份记录下了他眼中的故乡。94年过去了，他所期待的
“下一代人的新生活”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最有权利给出答案。

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引发关注和一些共鸣，他描绘了农村生活的
一些情景和问题。一方面，回乡让人“愁乡”。比如回乡的人们发现，农村结婚彩礼高得吓人，有
的人家因婚返贫；有的地方虽然城镇里商业繁荣，但农村却日渐凋敝，只剩老人在留守；还有人
发现，春节回到农村，新一辈人之间彼此陌生，家族间的亲情依靠老人维系着，但另一方面，积
极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农村的路更宽了，车也多了，人们不再因为贫穷而发愁。

我们的故乡，只是整个转型中国在一个小村落的投影。乡土中国,已经从外到内、从习俗到
宗族观念、从情怀到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在春节这个特定时刻,同样的社会进程赋予了每
个个体多重的感受。

从“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到“一动不动”

彩彩礼礼1144万万
小小康康农农家家因因婚婚返返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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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娶媳妇差不多花了二十多万吧，本来家里还
算得上小康之家，结果孩子结完婚我们老两口一下子
就变成贫困户了。”2月23日，农历大年初五，家住聊城
市大王寨镇某村的周先生在自家门口告诉记者，虽然
正值年关，但是他们老两口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
儿子结婚的“婚债”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俩孩子一见面感觉都还行，我们这边就交了一万
块钱定金，到孩子结婚前又给女方家里十四万彩礼钱，
加上后来办酒席和给孩子装修新房的钱，总共花了有
二十多万。”周先生说。

“那十四万礼金，媒人说叫‘三斤三两’，就是要三

斤三两重的百元大钞，说现在外边结婚都是这个价，女
方家里的意思是，少一分钱闺女就嫁不到我们这边
来。”

为了凑够钱给儿子娶媳妇，周先生开始四处举债。
“咱本身都是庄稼人，虽然家里弄着两个蔬菜大棚，但
是那点钱怎么可能够呢？为了孩子结婚这事儿，所有的
亲戚朋友，该借的都借了个遍，后来又从银行借贷了一
部分，最后实在不够就又借了一部分私款。”

“以前农村人结婚，给个一两万的礼钱就算是很多
的了，现在咋就开始兴这么多了呢？”对于农村彩礼的
水涨船高，周先生很不理解。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农村小伙娶个媳妇花了二十多万

彩礼钱攀升，正在改变重男轻女观念

“以前重男轻女的观念太重，家家户户都想要男孩，
现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就有一部分男的找不到对象，这
就给了不少女方父母多要钱的底气。”王兰芳（化名）与周
先生是同乡，周先生儿子的婚事就是她做的媒人。

“以前结婚彩礼流行的是送东西，主要是‘三
金’——— 金项链、金手镯和金耳环，算下来花的钱也不
多。现在流行的则是‘大包干’，结婚前男方直接给女方
家里十几万块钱。”王兰芳说，现在农村结婚彩礼钱的
数额在逐年攀升，加上装修房屋和招待亲友等费用，农
村小伙结个婚差不多要花十几万到二十万元。

“当然，这钱肯定也不是都给了女方父母，结婚的时
候，女方家长一般都会从这些钱中拿出一半左右，给新婚

女儿添置嫁妆。至于女方会添置多少嫁妆，因人而异。”
农村婚俗中的彩礼钱数额不断攀升，这使得不少人

甚至改变了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现在的人也慢慢看开
了，生个儿子，给他张罗结婚一下就花掉半辈子积蓄，还
不如生个女儿，嫁出去以后还能留下一些养老钱。”

“不过说到底，订婚礼金越要越多，还是因为大家
都在相互攀比。一方面，女方家里多要礼金，可能是因
为想要给新婚的女儿多添置些嫁妆，不让女儿嫁过去
吃苦；另一方面，也有的人觉得，你看谁谁家的闺女长
得不咋地，脾气也不好，还要了十多万，我家的闺女一
点也不差，怎么就不能多要？都是因为要面子弄得礼金
越来越高。”王兰芳说。

记者发现，从“千里挑一”、“万里挑妻”到“三斤三
两”，再到最近流行起来的“万紫千红一片绿”，十几年
间，山东农村结婚的彩礼钱已经从几千元涨到了十几
万甚至二十多万，搞得不少农村青年直呼“婚不起”。

“万紫，一万张5块的，就是5万；千红，一千张面额
100元的，就是10万；一片绿，就是再加些面额为50元的
钞票，怎么也得一千张吧，总共加起来有20万左右。有
的地方还时兴‘一动不动’，‘动’指的是会动的汽车，

‘不动’指的是不动产楼房。”王兰芳说。
巨额礼金和高昂的婚礼花费造成的结果则是农村

家庭的“返贫”。“新婚的小两口是过好了，但是因为孩
子结婚借的外债还得是父母还啊。”不少农民家长抱怨
现在农村青年结婚花费太大。

“以我们村的情况来看，一个普通的家庭，家里要
是有个七八亩地一年能落个七八千块钱，如果还有一
个60米长的蔬菜大棚，一年下来也就弄个一万三千块
钱左右，这样一年也就净剩个两万左右，当然各家有各
家的具体情况，有的挣得多些，有的少些。”王凤鸣是大
王寨镇某村的村委委员，他也认为现在农村家庭结婚
彩礼钱数额过高。

“十四五万的礼金加上其他的结婚花销，要让一个
年收入两万的农村家庭还上10年才能把账还清。”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从彩礼本身的意
义上来讲，它就是一种定情的符号和承诺，但是现在农
村彩礼有点变味。彩礼不应该过分功利化，双方家庭应
该量力而行，毕竟小两口之间的真情才是最可贵的。”

“农村家庭还上十年才能把账还清”

“现在农村娶个媳妇越来越难了，没个十四五万块钱根本娶不过来。”家住聊城市大王寨
镇某村的周先生感叹，现在农村小伙娶媳妇，因为要向女方家里支付巨额礼金，导致不少家庭

“因婚返贫”。而周先生家，眼下就是这种情况。
农村彩礼暴涨的背后，有父母希望儿女不再过苦日子的良好期许，也有相互攀比的不正

风气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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