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彩礼礼年年年年涨涨，，婚婚宴宴多多浪浪费费
结婚陋习知多少，专家会诊都该治

本报记者 李超

彩礼十年涨四倍
结个婚压力山大

说到结婚，肯定要提到彩
礼，在订婚时男方普遍会送给女
方一些现金和首饰当做彩礼，但
是近年来彩礼却节节高，给男方
带来不小压力。

从十年前的“万里挑一”、
“两万一千八”、“三万一千八”，
到现在的五万一千八、“万紫千
红”等。在淄博地区，目前普遍的
彩礼是五万一千八，这个标准大
约能占到九成，加上首饰，光彩
礼钱就要七万多，还有结婚花
费、度蜜月花费等，没有十万块
钱，就甭想结婚。

结婚当然离不开婚宴，而被

广为诟病的是婚宴浪费，一大桌
子饭菜，到最后只吃了一点，鸡、
鱼、肘子还有四喜丸子，很多到
最后都没有吃完，甚至都没有
动，造成了很大浪费。

有婚庆司仪介绍，他曾经接
了一个婚庆，当时标准是一桌两
千多，订了11桌，但是人来得不
多，人员零散坐着，本来每个桌
安排10个人，但是有的桌子上只
坐了两三个人，最后的结果是每
个桌子的饭菜都动了，但是每桌
饭菜都剩下了好多。

利用民规民约
引导婚恋新风

民俗专家李国经说，现在婚
闹确实有些过火了，各种拜金思
想也使婚恋变味。但是闹婚收彩
礼等毕竟是一种风俗，风俗如果
去用行政命令严厉禁止不妥，政
府要做的就是正面引导和倡议。

而对于因为婚闹造成人身
伤害或者妨碍社会秩序的违法
行为，李国经建议要严格依法打
击，以此起到警示作用。

他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利
用民规民约或婚庆操办人对这
种恶俗婚闹进行友善地劝止，特
别要发挥社区或者婚礼总管的
作用，提前打“预防针”。

淄博市周村区作协主席孙
方之也曾关注过婚闹事件，他认
为恶俗婚闹与年轻人的文明修
养不够有很大关系，要加大教育
宣传力度，特别是关于荣辱观的
教育，相关部门可以制定一些相
应的规范进行引导和约束。

“传统风俗要有，但不能过
火，婚闹不能侵犯他人的权益，
不能触碰法律底线。”山东大地
人律师事务所主任崔冠军说，婚
闹中语言上的侮辱，脱掉新郎衣
服扔鸡蛋等都是侮辱人格的，已
经超出了一般的取闹玩耍，是一
种违法行为，参与这种婚闹的人
要受到法律制裁。

他建议，如果因为婚闹行为
涉嫌违法，公安部门应该干预。
要想遏制恶俗婚闹，只靠个人的
道德约束不靠谱，如果确实违法
就要进行处罚，就要通过法律制
裁警示他人。

个人收入提高远跟不上彩礼水涨船高，大摆宴
席要了面子、铺张浪费却丢了“里子”……说起结婚
的陋习，许多人感叹并非奇葩婚闹一项。淄博各方专
家对此提出建议：结婚图的是喜庆，讲的是意义，陋
习使婚俗变味，大家应共同努力将其摒弃。

婚婚闹闹是是如如何何
一一点点点点变变味味的的

葛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 李超

婚闹的历史由来已久，据
淄博的民俗专家介绍，过去淄
博地区有句俗话叫做“三日无
大小”，结婚当晚入洞房的时
候，年轻人会闹房，但一般只是
说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闹洞

房的时候，会让新郎喜娘说说
恋爱过程，让新娘点烟。再往后
发展，新郎一方的人去接新娘
子要给红包，闹房的人会抬起
新娘打夯，从这个时候开始，婚
闹就开始有点变味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
始，淄博地区流行请伴娘，这个

时候就开始闹伴娘，并且越来
越严重，有些年轻男士会乱摸
伴娘、甚至脱掉伴娘的衣服，由
此还发生过意外事件，造成一
些年轻女孩不敢做伴娘，有些
人结婚要专门雇用伴娘。

从2005年往后就是闹新
郎，用胶带绑树上、灌啤酒、扔

鸡蛋等是常见方式，有的甚至
用灭火器喷新郎，甚至还有的绑
着新郎游街。这样就成了恶俗。

李国经分析认为，婚闹发
展到现在与城市化的进程和居
住环境的改变等有很大关系，
而个别市民的素质问题是婚闹
变味的重要原因。

这份彩礼是一张百万元的支票。

奇葩婚闹，让婚礼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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