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传统婚
俗的束缚，追求
个性和创意的新
式农村婚礼，不
仅反映出农村破
旧立新的变化，
更 折 射 出 新 农
人，包括年轻一
辈和父母一辈，
在喜事新办、简
办婚庆观念上发
生的根本转变，
传递出对婚俗新
风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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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
了榜样。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
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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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时代 新农村新农村 新婚礼新婚礼
“我的婚礼我做主” 年轻一代推崇回乡结婚

■ 叶文振

还在美国留学时，就接触到关于婚姻与预期寿命
关系的西学文献，其主要观点是，在结婚、同居和独身
的不同人群中，他们的健康水平和生命长度是依次下
降的，即婚姻有利于保持相对良好的身心健康、拉长生
命存活的时间长度。

时至今日，当面对更多的年轻人主动或被迫选择
迟婚和不婚生活方式的时候，如统计显示，从2013年
到2020年，我国粗结婚率从9.9‰降至5.8‰，呈现出去
婚姻化的趋势，那么是否可以从健康和长寿的角度寻
找积极进入婚姻关系、适时展开有偶生活的理由呢？

婚姻与预期寿命：研究进程

对婚姻与预期寿命关系的最早关注始于英国医师
威廉·法尔，当时已经对僧侣和修女的长寿进行研究的
法国数学家德帕西厄称，“与那些未隐居和非独身的人
相比，‘单身者’的寿命更长一些。然而另外一些人的
观点却与他相左，他们担心‘生理功能的压抑有损健
康’。”法尔在对全法国所做的一系列观察研究后，于
1858年发表了《婚姻对法国人死亡率的影响》一文，第
一次证实了“婚姻对健康来说是一种财富。与结婚的
人相比，单身者的健康更有可能受到伤害。”

后来，学界借用队列的跟踪数据和时点的国别统
计，在更多国家展开研究，并逐步拓展到以下三个问
题，其一，结婚比单身长寿是国别特例还是各国普遍现
象？其二，婚姻对健康和长寿的正面影响男女有别
吗？其三，配偶的年龄组合会强化或弱化这种影响吗？

不少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美满婚姻确实是更健
康、更长寿的秘诀。如英国国家统计局称，对2010年至
2019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20岁以上500万例成年死亡
者的调查表明，单身男女的死亡率比已婚男女高一倍。
又如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研究发现，已婚男性
比未婚男性死亡风险低46%。另据美国卫生部的一项
调查资料显示，已婚者比独身者长寿，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差别更为明
显，如25～34岁的已婚男子中，死亡率为0.15％，独身者为0.35％；而
35～44岁的已婚男子，死亡率为0.31％，独身者则高达0.83％。

《大连接》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指出，婚姻带来的
这种积极影响对男性更有利一些。一个随机抽样的研究也发现，婚
姻能帮男人延长七年寿命，但仅能帮女人延长两年寿命。在配偶年
龄组合方面，以前的研究曾表明，老夫少妻和老妻少夫的婚姻组合都
有利健康和长寿，但最近的研究却发现，夫妻年龄差距越大，妻子的
期望寿命越短。对女性来讲，最好的婚配是同龄，找老的会缩短寿
命，低嫁的姐弟婚折寿更严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对其中的运行机制还有待更多的探讨。

婚姻与预期寿命：影响机制

为什么婚姻有益健康和推进延年？或者婚姻到底通过怎样的影
响机制发挥作用呢？更多的学者认为，无论从生物学还是从心理学
的学科视角来看，配偶能提供比单身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资源扩展，因
为“一段婚姻关系的建立，会让婚姻双方各自的社会关系网发生融
合，两个人都能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网络，认识更多的朋友、邻居
和亲戚等等。婚姻就是人们的一笔健康财富，能够显著地提升当事
人的健康水平，帮助你降低心率，改善免疫功能，减轻孤独和抑郁，进
而延长人的寿命。”如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发现，已婚男女心血
管疾病风险降低5%；而杜克大学对252名患者为期25年的跟踪调查
结果显示，每周两次性爱，寿命可延长2年，经常做爱可使早亡危险
降低50%；而一项涉及298名65～74岁老人的研究发现，已婚者端粒
（端粒越长，人的衰老程度会越慢）明显比不结婚者更长。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家有伴侣可以彼此照顾，提升日常生活的规
律性和多样化，在发现疾病或有症状时能敦促和陪伴对方去做检查，
家庭和睦还能缓解压力，增加乐趣，也有益于长寿。

另外，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协会的研究还显示，婚姻（或生活
中拥有伴侣）对预期寿命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婚姻当事人的性
别，或者性别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李·利拉德
认为，“婚姻对男人的好处主要是由妻子提供的社会连接和家庭服
务，让他们有更广阔的社交世界和更舒适的家居生活。妻子通过控
制交往过程改造丈夫的不健康行为，男人的健康因婚姻而得到改
善。相反，婚姻改善女人的健康和让她们长寿的方式就比较简单间
接。”利拉德的研究还发现，“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机制，以及男女间相
互交换的不同内容，导致男人和女人结婚时，他们健康收益的增加模
式不同。男人结婚时，他们的健康风险陡降，而女人并不会因为结婚
而立即获得健康上的好处。”

婚姻与预期寿命：幸福共享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单单从婚姻和健康长寿的关系来看，它们之
间的正向关系比较明显，适时走进婚姻还是值得向往的。当然，提高
婚姻的情感含量和生活质量，同步增强当事人双方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共同保持婚姻关系的平等、活力和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这
样才会把婚姻对健康和长寿的正面作用充分、持久地释放出来。我
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着力：

鉴于社会对婚姻的健康作用重视和宣传不够，要结合对相关社
会医学知识的了解，推进多学科合作研究，深化对婚姻与长寿之间关
系，尤其对婚姻的影响机制的认识，拓展婚姻的当代作用，如促进家
庭建设和个人价值实现、放大职业发展获得幸福、缓和社会风险个人
冲击等，把影响机制盘活理顺，让婚姻的健康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要把父辈良好的婚姻关系和对健康长寿的正面影响融入家庭教
育中，让年轻人从小拥有婚姻有利于健康和长寿的概念和意识，增加
对婚姻的好感和向往。学校教育和社会价值引领要及时同向承接家
庭教育，在婚姻观念、知识和能力方面继续合力强化，帮助年轻人牢
固确立先进的婚姻观、燃烧对婚姻的热情，有效借助公益化、规范化
的社会婚介服务，使他们能及时进入婚姻，提高结婚率，有机会在婚
姻生活中去体验、验证，以至于传播婚姻与健康之间的积极作用。

要集结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一方面彻底调整“996”
上班制，让年轻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婚姻生活，另一方面降低
婚姻建构和运行的物质成本，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从情感上
滋润和从关系上融洽婚姻，进而通过高质量、充满获得感和幸福感的
婚姻生活，既抵消低质婚姻关系对健康和长寿的负面影响，又能够把
婚姻的积极作用放大，维护婚姻健康功能的性别平等，形成婚姻和健
康、长寿之间的良性互动，像珍惜和爱护健康、追求和实现长寿一样
去热爱、善待和呵护我们的婚姻。

（作者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学院特聘教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肖婷

简单的一块草坪、一片麦田，自家
屋前的院子，只要用心布置，农村婚礼
也可以很时尚，仪式感满满。不起眼的
牛羊，增加了婚礼的童话氛围，家里那
些承载着历史的老物件，还能成为流淌
在回忆里的美好时光，回味悠长。

如今的农村新婚礼，时尚又有
“面儿”，省钱又有仪式感，正成为当
下扎根城市的年轻人回家乡办婚礼
的新选择。

打破传统 摆脱“土味”标签

婚嫁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社会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
的“三转一响”到80年代的“冰箱、电
视、洗衣机”到90年代的组合家具配彩
电、音响、影碟机，再到近年的房子、车
子和存款。

《社会科学报》的调研显示，自
1978年以来，由订婚花费、婚宴花费、
彩礼花费和婚房花费四方面所构成的
结婚总花费呈绝对上涨趋势。2010～
2015年，这一数据高达40326.14元，相
比于改革开放之初，两者相差153倍。

随着婚嫁产业的消费升级，无论
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在面对
结婚所需的高昂花费时望而却步，

“天价彩礼”、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的
风气，让婚礼成为“甜蜜的负担”。
增加了年轻人婚育成本，也让父母
不堪重负。

如何打破婚嫁陋习？引导群众自
觉“为爱减负”？2019年，中央一号文
件首次聚焦农村“移风易俗”，要求治理
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
气，引发广泛关注。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
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
出要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整治

“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
攀比等不正之风。

2021年4月和9月，民政部公布了
两批共32个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倡
导“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担当、互
敬互爱”的婚恋理念，推动试验区出台
遏制天价彩礼、遏制大操大办、遏制铺
张浪费等不良习俗。

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婚嫁习俗的
束缚，避免因互相攀比、大操大办、铺张
浪费风气造成“甜蜜的负担”；另一方
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对婚
礼的要求也不断更新。如今，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城市扎根、回乡
举办婚礼的年轻群体，他们正用自己的
方式打破传统，简化流程、摆脱“土味”
标签，重新定义着新时代的农村婚礼：
把家里的前院后院、村里的草坪麦田，
变成浪漫婚礼现场；让阳光麦浪、鲜花

草木成为爱情的见证者。
婚礼结束，他们还会把花费千

元、简约又不失浪漫的“梦中婚礼”
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给更多的年轻
人，传递新时代农村婚礼的移风易
俗新风尚。

自己的婚礼自己做主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将婚礼
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在婚礼形式
上，他们不再追求排场和面子，而是讲
究个性和格调。

“这场婚礼，就是我创作的艺术
品。”回想起自己一手操办的农村婚礼，
张女士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张女士在
北京工作，两年前，面对农村传统婚礼
习俗中的在院子里磕头、全村人围观的
方式，张女士和丈夫选择了拒绝。

张女士一直憧憬能举办一场自己
梦中的婚礼，可是，想到并不宽裕的现
实困境，她有点退缩了。张女士的母亲
和她自己的闺蜜却一直劝说，鼓励她不
要放弃向往已久的婚礼。

在小红书上看了各种结婚形式后，
张女士决定在农村给自己办一场西式
的农村婚礼。对于这个想法，张女士的
丈夫心存疑虑。“我觉得她一个人怎么
能办成呢，又不是专业的。”但出于对妻
子的支持，他选择信任妻子。张女士认
真且有条不紊地筹备着这场期待已久
的新式农村婚礼。

婚礼当天，张女士身为新娘，并没
有如传统方式那样在婚礼上接受大家
的祝福，反而站在台上，像一个总导演
指挥全场运转。“我真的不像结婚，脑子
里想着音乐该切换了，我拿着话筒在舞
台上喊司仪注意接待。”即便这么忙，张
女士丝毫没感到疲惫。

这场别开生面新鲜感十足的婚礼，
刷新了家人及村里人对新式农村婚礼

理念的认知。而她本人，在婚后也很开
心地将自己DIY的这场新式农村婚礼
笔记分享到小红书，目前已有超过30
万人观看，不少网友在网上留言夸赞张
女士，并表示要在自己婚礼的时候“抄
作业”。

和张女士一样，远在杭州的婚礼策
划师大黄，凭着自己的创意和经验，以
自己的婚礼改变了客人们对农村婚礼
的刻板印象。

在大黄湖州老家举办的这场新式
农村婚礼上，中式庭院里，暖色系衔环
搭配青花瓷花器，既有敬茶、盖红盖头
等中式传统婚俗又有西式婚礼的简约。

这场新颖独特、不失传统婚俗又时
尚的新式农村婚礼，诠释着爱情的浪
漫。看到大家对自己的婚礼赞不绝口，
大黄特别骄傲，她说：“对于农村，很多
年轻人存在过度的刻板印象和抗拒心
理，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大家还
是乐于看到更美的婚礼，我们也能体验
更舒心的仪式”。

只花费千元就能布置一场婚礼，浪
漫却丝毫不打折扣。“人生不应该留遗
憾。”由于受场地限制，谭女士一直想要
的草地婚礼或稻田婚礼终未能实现，于
是，她决定在老家楼顶举行婚礼。她先
是和丈夫一起策划布置，后来公公婆婆
也加入进来，帮忙搭架子、搭背景布，全
家人一起完成了这场花费不到2000元
的复古楼顶主题婚礼。

在这场婚礼策划和结婚过程中，谭
女士有很大的自主权。她和丈夫订婚
前，就确认过婚礼形式不会有婚闹等陋
习。“彩礼的确定，也是我们两人商量，
双方爸妈没有拉扯。”

至于在楼顶举办婚礼这件事，谭女
士的公公婆婆事先完全不知情，在他们
开始在楼顶布置现场后，公公婆婆为儿
媳的这个想法点赞，“挺好的，以后还可
以在楼顶晒太阳休闲一下”。

最终，花费不到2000元的楼顶婚
礼，收获了同村人的夸赞，也成了同村
婚礼的标杆。回忆起当时自己办这场
婚礼的初衷，谭女士说：“婚礼在农村还
是城市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出彩，
要很酷。大多数人排斥的不是农村，而
是农村婚庆的奇葩配色，以及各种低俗
的婚闹。”

尽管新式农村婚礼实践起步不久，
但年轻人举办的一场场小而精、新而美
的新式农村婚礼已被越来越多的新农
村所接受和支持。

农村新式婚礼备受年轻人的推崇
和喜爱。从现实意义来讲，这种形式节
省开支、杜绝了攀比，能有效带动引导
和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婚俗改革取得更
大成效，而且对深入推进乡村振兴也具
有积极意义。

如何看待新型农村婚礼出圈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张女
士、大黄、谭女士一样，正重新定义着农
村婚礼，改变着人们对此“土味”十足的
刻板印象。

打破传统婚俗的束缚，追求个性和
创意的新式农村婚礼，不仅反映出农村
破旧立新的变化，更折射出新农人，包
括年轻一辈和父母一辈，在喜事新办、
简办婚庆观念上发生的根本转变，传递
出对婚俗新风尚的认可。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教授认为，
新型农村婚礼反映了社会的整体变化，
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农村婚礼由过去
的众人之事变成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婚
礼决定权由父母向年轻人发生了转移，
尤其是东北和四川地区，走在全国前
列；二是个体性凸显，年轻人拥有个性
化婚礼形式的决定权；三是城市新思想
促成了农村新规则的产生。

“传统的农村婚礼是社会结构性的
力量，是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每个人
都陷入高彩礼、铺张浪费的困境之中。”
杨教授认为，当拥有决定权的年轻人，
给农村婚礼带来了新思想、新方法，这
种固有的传统结构也就随之改变了。
新式农村婚礼让参与婚礼的每个人都
高兴，老一辈也开心，实现多赢。

婚俗改革进行时进行时

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婚育观

研究发现，从婚姻和健康长寿的关系来看，
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比较明显，适时走进婚姻
是值得向往的

▲ 小红书用户@原
来是圈圈自己DIY的农村
复古婚礼现场

▲ 小红书用户@是甜
小酥啊自己DIY的白绿色系
婚礼现场

让阳光麦浪、鲜花草木成为爱情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