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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还要
“三金”或“五金”；在一些地方，“天
价彩礼”改头换面、花样翻新……

“五一”前后是婚礼高峰，“彩
礼”也成为热议话题。“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彩礼过高导致部分
农村男青年被迫举债结婚。“天价
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
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天价彩礼”衍生出
新变种

不久前，湖南小伙陈建雄到女
友内蒙古老家提亲。女友家长辈
提出，结婚前需要给 20万元彩礼，
并购买“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
耳环），还要求在长沙买 100平方
米以上的房子，男方出首付。

“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这
些钱加起来得有近百万元，就算‘咬
咬牙’也拿不出这么多，只能想办法
四处去借。婚还没结，就得先欠一
屁股债。”陈建雄说，面对“天价彩
礼”，他有些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
怎么和家人沟通。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一些地区
加大对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取得了
一些成效。但与此同时，“天价彩
礼”也衍生出各种新变种。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传统的
给大额现金、购买“三金”，如今有
些地方“天价彩礼”衍化成房子、车子、存折等。

例如，在山东、河南、甘肃一些县区，彩礼存在
“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等说法，其中“万紫
千红一片绿”是根据人民币颜色而来的通俗说法，
包括一万张 5元、一千张 100元和若干 50元，算下
来超过15万元；“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
在城区有一套房子。

在一些地方，索要彩礼方式也在改头换面，男
方要将一定数额的钱放在存折或者银行卡里，婚
前给到女方手中。“有多少钱不公开，但是彼此心
知肚明，主要是看男方的诚意，也为了避免结婚当
天男方反悔不给。”一位受访对象说。

为了让“天价彩礼”变得“名正言顺”，一些农
村地区将彩礼改称“恩养钱”。受访对象表示，男
女订婚时在明面上不提“彩礼”二字，双方家庭也
不直接对外说要多少钱娶媳妇，改成报答女方父
母养育之恩的钱。在一些地方，男方婚前要为女
方或女方父母购买大额保险。

不少乡镇干部说，这些变相彩礼其实和原来
的现金并无两样，这些所谓的“习俗”也并非真正
的民俗，但乡镇政府、民政等部门一旦进行制止或
约束，往往会被村民指责“破坏习俗”，因此往往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价彩礼”之风因何难刹
基层干部和受访专家认为，“天价彩礼”频繁

出现，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当前一些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男多

女少。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教授龚为纲的一
项调查研究显示，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彩礼多少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各地出生性别比的一
种折射。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流动情况
的组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
和彩礼的高低。

在中部某地，23岁的唐霄此前通过相亲认识
邻村一名女孩，双方约定订婚，彩礼30万元。唐霄
说，在当地，如果是相亲认识的，彩礼会相对更高
些，因为双方还没有建立感情基础，彩礼的多少就
成了一种“筹码”。

其次是攀比风盛行。记者采访发现，“天价彩
礼”频繁出现，与当前不少地区滋生的“红事”攀比风
气有关。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除了动
辄十几万元起步的彩礼，还不乏“三金”不能比别人
家差、在本地最好的酒店办宴席、安排蜜月旅行等要

求。这种相互之间的攀比心理，也助
长了不良风气。

此外，一些女方家庭有“劫老济
小”“随行就市”的心理。“我们要彩
礼，也不是想自己用，是给孩子们要
的；彩礼给得多，小两口以后生活有
保障。”湖南某地一名女青年的父母
说。至于会不会给男方父母增加太
大负担，一些女方父母表示：“给儿
子娶媳妇就得花钱，天经地义。娶
媳妇借的钱与小夫妻不相干。”

还有一些女青年表示，周围其
他女孩都要彩礼，如果自己不要，显
得自己“身价低”“没面子”。

在部分婚介市场，媒人大都会
按照彩礼的一定比例抽取酬劳。
为获取更多收入，一些媒人在婚介
行为中会有意哄抬行情、推波助
澜，也让彩礼一路高涨。

一些村干部表示，当前，不少
年轻人到大中城市和县城工作，相
互之间存在比较心理。为了婚后
生活有保障，男方在县城有房已成
为女方选择婚配的“前提条件”，

“三金”也变成了“五金”乃至“七
金”“九金”。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
礼归于礼

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易引
发婚姻矛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中检索相关关键词，男方婚前支付高额彩礼，婚后
因种种问题导致离婚及引发财产纠纷的案件不在
少数。

在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
召开的“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曾表示，从
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
年呈上升趋势。从大量纠纷处理中可以看到，高
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笈，反而可能成
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不仅不利于婚姻关系的建
立和长期稳定，甚至容易引发两个家庭之间的对
立、矛盾和冲突。

2022年 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
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提出治理目标是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
分地区持续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今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条指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
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政策，整治“天价
彩礼”问题。比如，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
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宁夏
回族自治区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高额彩礼专项治
理的实施意见，制定了 12条正向引导措施和 5条
负面约束措施。

受访专家表示，“天价彩礼”现象，仅靠一纸禁
令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更重要的是加强宣传，持续
改善社会风气。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要鼓励村
级红白理事会发挥作用，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推进
移风易俗。同时，相关部门可通过组织集体婚礼、
完善婚姻服务、党员干部发挥带头模范作用等，引
领婚俗新风尚。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社
会学系主任邬欣言说，治理“天价彩礼”，要重视彩
礼背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层面，要持续宣
传文明观念，让勤俭节约、健康向上、反对奢侈浪
费的良好风尚深入人心。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福
利保障制度，注重保护女性权益等，使女性在婚姻
和生育过程中，有充足的安全感，扭转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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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在赴布达佩斯对匈牙利进行国事
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匈牙利《匈牙利
民族报》发表题为《携手引领中匈关系驶入“黄
金航道”》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引发匈牙利各界
和欧洲多国人士热烈反响。他们表示，习近平
主席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匈关系发展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相信此访将推动两国续
写友好新故事、绘就合作新篇章，将中匈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并引领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走深走实，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
远，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肝胆相照 友好情谊源远流长
5月的布达佩斯天蓝如洗，在地标性建筑、

横跨多瑙河的伊丽莎白桥上，中匈两国国旗迎
风飘扬。对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匈牙利各界
人士表示热烈期待和欢迎。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
匈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两国高层交往密切，
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成
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习近平主席
的署名文章以驶入“黄金航道”作比喻，展现了
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在匈牙利国家经济部部长纳吉·马顿看
来，匈中关系的航船驶入“黄金航道”，离不开
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定向把舵。他说，匈
中领导人互动密切，习近平主席去年10月在与
欧尔班总理会见后，时隔约半年即出访匈牙
利，这对于匈牙利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
事”，期待两国领导人共同为双方务实友好合
作开辟新前景。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之一，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5年来，中
匈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
互信任，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良好典范。

“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
伴”“互学互鉴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在
署名文章中对中匈情谊的三个形象概括，得
到匈方积极响应。纳吉·马顿表示，匈牙利同
中国视彼此为朋友和平等伙伴，双方不仅在
政治层面不断加强互信，也在民众间建立起
深厚友谊，尊重彼此文化。“我们与中国一直
保持着非常牢固的友好关系，两国经贸和人
文交流取得显著成效。”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刊登该文的《匈
牙利民族报》总编辑内泽·拉斯洛非常赞同其
中对于匈中关系发展的深入论述。内泽说，匈
中两国友好往来历史悠久，两国友谊深入人
心。“习近平主席此次来访对匈中关系的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布达佩斯市民内梅特·佐尔坦当天在手机
上阅读了这篇署名文章，文中对两国友谊的论
述令他印象十分深刻。“署名文章精炼总结了
两国互利友好、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习近平
主席如此重视中匈友谊让我们感到非常喜
悦。”内梅特说，“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身边
的中国产品、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周围也有更
多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署名文章高屋建瓴，不仅回顾总结了过
去75年匈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同时阐述了未来
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导方针。”《匈牙利民族报》
网站总编拉斯洛·达维德表示，对于绘就两国
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习近平主席此访“具有重

要的历史意义”。

携手共赢 为两国人民带来切
实利益

如今在匈牙利，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制造的
新能源汽车行驶在大街小巷，中企在匈建成欧
洲首个 5G智慧铁路港，中企投资建设的光伏
项目助力匈牙利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在中国，匈牙利的牛肉、托卡伊葡萄酒等优质
农牧产品走入千家万户，匈牙利公司开发的

“魔墙”互动技术应用在故宫博物院等大型场
馆……近年来，中匈互联互通不断深化，双方
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两国合作结出累累硕果，焕发出勃勃生
机。”对署名文章关于中匈务实合作的这一阐
述，匈牙利约翰·冯·诺伊曼大学欧亚中心主任
霍尔瓦特·列文特（中文名乐文特）深有感触。
他说，近年来，匈中两国在基础设施、金融、经
济、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中国拥有广
阔市场，在多个领域拥有先进技术，是匈牙利
的重要合作伙伴。

匈中友好协会主席纳吉·尤迪特·埃娃尤
其关注两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宁
德时代、蔚来、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在匈牙利投
资设厂，她认为这些投资对匈牙利的经济增长
作出了重要贡献，凸显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日
益紧密。“两国合作助力匈牙利加速绿色转型，
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为许多匈牙利企业带来
更好的发展前景。”

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的欧洲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
中匈两国合作持续升级的重要内容，署名文章
有关“一带一路”的论述引发匈方人士强烈共鸣。

“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两国
战略深度对接”“共同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
力”……匈牙利马蒂亚斯·科尔维努斯学院国
际关系学院负责人莫尔迪茨·乔鲍对署名文章
中的有关论述深有感触。他说，共建“一带一
路”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将进一步推
进全球化进程，这对匈牙利和世界来说具有非
常积极的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增加外国对匈
牙利的直接投资，助力匈牙利进一步发展制造
业、改善基础设施，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发展差
距。”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帕平·格拉登以
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例，高度评价匈中共建

“一带一路”对匈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多重利好，
并期待未来两国扩大在绿色技术等领域合作。

民心相通是中匈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
署名文章指出，“两国人文交流步子越迈越大，
人民友好基础越筑越牢”“我们要持续扩大人
文交流，厚植双边关系民意基础”。

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
课堂、布达佩斯匈中双语学校……纳吉·尤迪
特·埃娃对双方人文交流项目如数家珍。她
说，人文交流合作对促进匈中两国人民相互理
解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期待未来两国在
文化交流、科学研究和教育等领域展开更深入
合作，让两国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为促
进全球文明多样性作出新贡献”。

匈牙利经济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帕斯
托尔·绍博尔奇特别关注习近平主席谈到的

“中方愿同匈方继续提高各自签证便利化水
平，扩大两国直航联系”的内容。在帕斯托尔

看来，匈中之间开通了多条直飞航线，这为两
国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中方给予匈牙利
等多个欧洲国家免签待遇，将促进双方人员流
动以及贸易和旅游业发展。

合作交流 推动中匈、中欧关
系向前发展

“要继承发扬传统友好，夯实双边关系政治
基础”“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打造务实合作新
亮点”“要持续扩大人文交流，厚植双边关系民
意基础”……在署名文章中，习近平主席对绘就
中匈合作新篇章、共同开辟属于两国人民的美
好未来作出重要阐述，匈方人士对此充满期待。

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在阅读署名文
章时，不禁回想起他出任总理时与中国的良好
互动。“我很高兴地看到，匈中两国友谊越来越
深厚。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后，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我期待
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引领匈中关系站上新起点，
为双方深化合作注入新动力。”

“匈牙利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双方相互
理解，各领域合作渐入佳境。”霍尔瓦特·列文
特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两国建交 75周
年，“非常期待此访能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推向新的高度”。

署名文章强调“中方愿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同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深入对接”，
莫尔迪茨·乔鲍深受触动。他说，匈牙利是中
东欧国家中最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
家之一。两国发展战略的成功对接，将有助于
带动沿线基础设施和物流等配套服务发展，进
而促进全球商品贸易流通，为全球发展带来更
多积极影响。

“中方愿同匈方一道努力，引领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走深走实，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
远。”在署名文章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欧关系
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并对双方为世界提供更
多稳定性、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推动力的前景
进行展望。

“当今世界需要稳定、和平与合作，从习近平
主席的署名文章中，可以读出中国愿为此作出
贡献的坚定决心。”克罗地亚政治分析家罗伯
特·弗兰克指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不少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已经收获喜人成
果。许许多多的合作事实证明，中国是欧洲可
靠的合作伙伴。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
步深化中国与中东欧以及欧洲的关系”。

“今年欧洲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人们期待
欧中关系发展也将迎来又一个暖春。”从署名
文章中，波兰议会波中友好小组前主席彼得·加
齐诺夫斯基感受到了欧中交往的阵阵暖意。

“中匈两国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的态度加强对话合作，双方共享机遇、共迎挑
战，这向更多国家有力证明，加强团结协作、促
进合作共赢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从署名文章中，斯洛文尼亚内幕新闻网主
编伊戈尔·梅基纳感受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
交流、团结协作的开放姿态和积极意愿，他相信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中东欧以
及欧洲国家的交流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
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我期待更多欧洲国家
能与中国深化合作，欧中携手将为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作出重要贡献。”

新华社布达佩斯5月9日电

在“黄金航道”上共创中匈关系美好未来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引发匈牙利各界和欧洲多国人士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陈浩 单玮怡 张兆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