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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岁的卢怡（化名）告诉记者，
自己从小就喜欢看公主童话，对婚
礼一直满怀憧憬。订婚后，男方也
贴心地表示：“婚礼怎么办，就按你
想要的来。”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
筹备婚礼的过程中，未来婆婆也好
心想帮忙。结果，两代人的审美和
观念发生了剧烈碰撞，直接把这场
婚礼“撞”没了。

整起事情的导火索要从挑婚
纱说起。大概是怕年轻人没经验，
在价格上遭哄骗，卢怡的婆婆给她
在一家影楼租了套镶满珠片的婚
纱，顺带一条大红披肩。被带去试
穿后，卢怡委婉地告诉婆婆，自己
并不喜欢这种风格，打算在上海的

一家店铺定做婚纱。此话一出，婆
婆明显不高兴了，一直念叨着“浪
费钱，婚纱只穿一天，随便租租就
行了。”但卢怡的想法是：“我愿意
自己出钱定做婚纱，更何况婚纱是
我穿，当然要自己喜欢。”

婚纱的事情告一段落，卢怡没
想到的是，婚礼现场的基础色调，
喜帖的样式，婚庆请多少价位的，
司仪选多大年纪的，婚宴是十人一
桌还是十二人一桌等细节问题，婆
婆也全要插手过问。两代人的观
念迥异，显然意见也无法统一。

比方说，婆婆想要现场以喜庆
的大红色为主，卢怡则想要素雅的
宫廷风，就连玫瑰也最好不要用红

色；婆婆希望糖盒用大的，看着够
气派，卢怡执意要用小盒，装在伴
手礼盒里；婆婆觉得在迎宾处放礼
花和花篮比较好，卢怡却更喜欢设
计成整面花墙⋯⋯总而言之，年轻
人想的是婚礼要别致、要新颖，而
父母则觉得要风光、别太出格。

“我觉得，婚礼要办，但不要过
于隆重，温馨就好。可长辈们讲究
的是面子，想着娶儿媳妇当然要风
光一下。”卢怡不禁感概，如果无视
婆婆的要求，双方矛盾说不定会一
触即发，还没过门就闹掰了，可要
是不能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婚
礼，那么不如不办。 感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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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陈潇（化名）和相恋多
年的女友登记领证。考虑到领证前
双方家庭已简单地吃过“订婚饭”，
小两口对筹备婚礼这事显得不太积
极。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过结婚照
之后，陈潇越发觉得：办婚礼，没太
大必要。

按照传统习俗，办婚礼的钱一
般会由男方家庭出，家境不错的陈
潇并不缺这笔钱，他之所以不想办
婚礼，另有原因。“我觉得现在的婚
礼都太形式化，我们俩也想不出什
么特别的花样，干脆就不办了。”

此前，陈潇也参加过不少亲朋
好友、同学同事的婚礼。据他回
忆，绝大多数婚礼，都是看似闹腾，

而一对对新人在婚礼上可说是“身
不由己”。请来的宾客，有很大一
部分，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和长辈好友，面对着一大波并不十
分熟悉的宾客，笑脸相迎地套近
乎；在台上念一大段誓词，必要时
还要来一段才艺展示；表演结束后
还要一桌一桌地敬酒⋯⋯

陈潇顺势说起好友年初时办
的婚礼，席间好友忙着敬酒迎宾，
直到最后才得空和他寒暄两句。

“参加婚礼原本是件挺开心的事，
但我实话实说，现在的婚礼现场就
像拼桌吃饭似的，坐着很无聊。包
括新娘新郎说誓词的环节，我也觉
得刻意得很尴尬。”

事 后 ，陈 潇 也 进 行 了 换 位 思
考，如果说自己将来办一场婚礼也
是这种情况，还不如不要叫朋友们
来“受苦”。

正是有了这些作为“旁观者”
的经历，陈潇才萌生了不办婚礼的
想法。最近，他和妻子多次认真讨
论过婚礼的问题。他说，自己和妻
子都是比较内向、爱清静的人，更
不想在婚礼上当众“表演”，如果办
婚礼，其实多半是为了顾及父母亲
朋的面子。最终，小两口一致认为
花很多精力去“给他人一个交代”
确实没有太大必要。“后来决定出
国玩一趟，我们都觉得用这种方式
庆祝结婚挺好。”

“不是不想办婚礼，是真的办不
起婚礼。”11月底向女友正式求婚的
90后小伙胡正鑫（化名）正面临着婚
礼“办与不办”的问题。他特意打听
过别人办婚礼的情况，也咨询了婚
庆公司，粗略地统计出一张清单。

胡正鑫翻出手机备忘录，上面
仔细记录着每一笔婚礼所需的花
销。“一场婚礼至少要花 5 万元，如
果想办得气派点，林林总总加起来
10 万元是肯定要的。”加上婚房、车
子和彩礼，他坦言，自己已经没有宽
裕的资金再去举办婚礼了。

婚礼不仅耗钱，还费神。胡正
鑫从已婚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要想
办婚礼，得先预定好酒店，随后才能
联系婚庆策划公司。“可是场地这块
就不好找，在我市办得了像样酒席
的酒店就那么几家，而能办婚宴的

几个宴会厅都得提前半年才定得
着。”比起酒店，婚礼策划这边需要
考虑的细节问题更让他烦心。他陆
续咨询过几家资历较深的店家，能
选择的方案特别多，和女友常因意
见相左而吵架，弄得两方都不愉快。

多番考虑下，胡正鑫索性提议：
“要不就不办酒宴了。”他告诉记者，
这个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胡正鑫家的亲戚少，已经通过
其他途径都知晓了他们要结婚的消
息，没必要再通过大办婚礼的形式
去“昭告天下”。另外，自己和女友
平时工作都很忙，真要筹备大型婚
礼，估计也是“花钱找罪受”，还免不
了多吵几次架。而更关键的，对于
不办婚礼的想法，两人也分别跟自
己的父母交流过，双方父母出乎意
料地支持，表示“订婚宴请两边近亲

吃顿饭就行，操办婚礼的钱可以放
着装修婚房”。

唯一的阻力来自于胡正鑫女友
的奶奶。“一听我们不打算办婚礼，
她立马说我们不办婚礼她就不让孙
女出嫁，而且必须今年就要办。”奶
奶是女方家里唯一的老人，说话分
量重，大家都不敢违逆。“其实我也
能明白奶奶的意思，她希望孙女能
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最终，两人抓紧敲定了一家一站
式婚庆服务机构，结合老人和自身的
意愿，准备办个小型派对，只邀请双
方朋友和近亲，饭菜用自助餐的形
式，婚礼上的服装和仪式等一切从
简。“虽然贵了点，但人家场地和策划
全包。我们也没精力去一步一步弄，
人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胡正鑫
无奈地摇摇头，苦笑着说。

“不办婚礼既省钱又省力，可惜老一辈人不支持”

香香姐有话说●

“结婚是私事，没必要当众表演，旅游结婚挺好”

□记者 马忆玲

“近七成 90 后不愿意举办婚礼。”近日，网上的这一数据引发热议。在我们永康呢？只吃订婚饭而不再办婚宴的年轻新
人越来越多，如果说，以前结婚追求“隆重风光”，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可谓是低调至极，最好一切从简，婚礼能免则免。不办婚
礼，会否成为年轻一代的趋势？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不再愿意大办婚礼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近了他们⋯⋯

“婆婆非要插手策划婚礼，意见不同，不如不办”

采访中，我们发现，婚礼办与不办，

父母都是关键因素。选择不办婚礼的人

大多会担心一个问题：父母不支持怎么

办？而选择办的人，大多的初衷其实也

与父母有关：给父母一个交代。彼此的

父母，其实比新人本身更需要这场婚礼。

在中国，婚礼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也是两个家族的事。尽管年轻的新郎新

娘不愿意举办婚礼，但是老一辈的人并

不这么想，他们接受不了旅行结婚的新

潮流，更喜欢按老规矩办。

在他们眼中，子女结婚是一桩大事，

必须要“广而告之”。一方面是借这个机

会把所有的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热闹一

下，宣布自己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另一

个方面则是更现实的——收份子钱，把

以前包出去的钱给收回来，这是属于长

辈之间心照不宣的一项传统。而年轻人

追求自我，不爱搞形式主义的场面，也不

懂得人情世故。

所以，两代人在如何办婚礼上产生

观念冲突是肯定的，甚至有人因为这个

问题与父母发生矛盾，引发不愉快。

我认为，在处理这个棘手问题时，是

有两全其美的方法的。沟通时需要互相

体谅，要有一定的妥协，采取比较折中的

方式会更好。比如，旅行结婚回来后，不

妨请亲朋好友吃个饭，举办一场温馨简

单的小型婚宴。

另外，在婚礼策划的细节问题上，两

代人的矛盾也很难避免。我的看法是，

谁出钱谁就拥有绝大部分的话语权。很

多新人由于财力精力有限，会请父母出

钱出力帮忙操办，这样的话，就算再不合

心意，也确实不该过分挑剔。但如果是

新人自己出钱操办，我觉得选择自己喜

欢的，没什么不好，相信倘若自己就能把

一切办得很好，父母自然也是乐得清闲。

但有一点是千万要注意的——即使

是自己出钱出力，也不能全然不顾父母

的想法与意见，不如跟父母提出分工合

作。父母负责习俗礼节和人情招待，而

婚礼布置细节则由你们自己定夺，不要

一味说“你们别管了”，这是很伤父母心

的。

结婚不想大操大办，不求风光偏爱低调简单

年轻人“佛性”到不爱办婚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