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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家长观念守旧，因年龄相差“三六九”逼孩子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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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儿有女的人家，
女儿逢双岁不出嫁

不少永康家长认为，年龄相差“三六九”的男

女会犯冲，婚后容易不合。经调查，记者发现，因

相差“三六九”而被父母狠心拆散的情侣还真不

在少数。

市民周智杰（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周智杰

今年30岁，至今单身。他的母亲希望通过永报佳

缘平台帮其寻一段姻缘。当问其对未来儿媳有

何要求时，她直截了当地表示，其他要求都无所

谓，最关键的是年龄尽量不要和自家儿子相差

“三六九”。

在聊天中，记者从周智杰那儿感受到，其家

人在年龄上的敏感程度。原来，他的上一段感情

就是输给了所谓的“三六九”。周智杰说，前女友

是高中校友，比他小 3 岁，在杭州上大学期间，他

对这位学妹格外照顾。不久后，两人确定了恋爱

关系。

毕业后，两人先后回到永康，“我进了一家外

贸企业，她在一家公司做策划工作。感情一直很

稳定，就打算和父母商量一下订婚的事情。”

没想到，当周智杰的父母得知姑娘比他小 3

岁后，直接表达了反对意见，无论如何就是不同

意两人结婚。“我爸妈就一口咬定，男女年纪差 3

岁会犯冲，不是好姻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周

智杰满脸无奈。他说，尽管他试图努力说服，但

始终拗不过父母，结束了这段爱情长跑。

如今，父母对这项标准依旧不肯放松，每次

逢人帮忙介绍对象时，都会强调一句年龄要求。

长辈的这份执着，在周智杰看来却是对“怪论”的

过分相信，他说：“我实在是搞不懂，姻缘好不好，

重点在于人，关注年龄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事

不能‘一刀切’，我身边有个朋友的老婆就比他小

3岁，人家不是照样过得幸福和睦吗？”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异乡工作，邂逅了

“心上人”。可到谈婚论嫁时，却又不免因需要顾虑

当地的嫁娶风俗而发愁。前不久，记者采访的一位

外地小伙，就遇到了因风俗冲突而导致两家人僵持

的情况。

读者何奇（化名）倾诉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兰

溪人，今年32岁，于2018年进入永康某企业工作。

去年，他通过工作机会结识了30岁的本地姑娘小

蕊。几次接触下来，两人互生好感。“小蕊的父母并

不介意我这个外地人身份，很开明地默许了我俩交

往。”何奇说，随着感情渐渐升温，前段时间，女友小

蕊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了。想着两人已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龄，于是结婚也就顺理成章排上了日程。

5月末，何奇带着从兰溪赶来的家人，来到小蕊

家提亲，顺便商谈两人的结婚事宜。不料，小蕊的

父母略一思索，面露难色地表示，这婚今年结不成。

细问了原因，何奇才知道原来永康本地一直以

来有项风俗：如果家里是独生女或两个女儿，嫁人

时倒无所谓年纪；但如果还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就

必须得凑单岁结婚，否则会把娘家兄弟的运气带

走。而小蕊正是家里的长姐，有个正在念大学的弟

弟。因此，小蕊的父母表态，两个人的婚期必须推

迟一年。这番说法，让何奇及其父母措手不及。

“原以为结婚只要简单操办下就好，没想到战

线突然要拉这么长。”何奇一方面哭笑不得，另一方

面又暗暗忧虑。眼看着小蕊越发显怀，如果不办婚

礼，岂不是对她没个交代？而何奇的父母则纠结于

“还没在亲朋好友面前亮过相，就未婚先孕，不合规

矩”。

何奇告诉记者，事到眼前，好在最终双方父母

和解了。何奇一家做出让步，先回兰溪办订婚和领

证，等小蕊产后再在明年筹办婚礼。

婚前先“算命”，
最佳结婚年龄由大师定

28岁的芝英姑娘应宁（化名），各方面条件不

错，却甚少恋爱经历，至今未婚。从小到大都让

父母引以为傲的她，唯独在婚姻上让父母操碎了

心。

介绍起情况时，应宁倒是一副从容的样子。

她告诉记者，自己只在大学期间谈过一次恋爱，

之后便一直单身。过了 25 岁后，见毫无动静，父

母就开始对她的婚事越来越上心，媒人上门的次

数便也频繁起来。

通过媒人介绍，应宁赴约了不少饭局，也见

过不少条件相当的对象，但无一例外没有结果。

一次次的希望落空，这让父母大为沮丧。“他们开

始怀疑是我的命理出了问题，该结婚的年纪却迟

迟找不到对象。”于是，应宁的父母还去找了所谓

的“大师”帮其算卦，得了个“25 岁前结婚必会以

离婚收场，29岁姻缘开，方能遇良人”的结论。

“结果，我妈一听大师这么说，连连感叹幸好

我没有和之前的某位相亲对象深入发展，否则真

会酿成了大错。”对此，应宁无奈地摇摇头。她

说，父母还专门按照所谓的“化解之法”改变了家

里的布局。

后来，几经折腾，应宁和一个母亲认为特别

适合她的人选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好饭局。在聊

天的过程中，对方问及如果觉得合适，最迟能接

受什么时候结婚。一旁陪同的父母早有准备，表

示已经找大师算过，必须明年结婚。对方估计不

太想这么早结婚，于是渐渐断了联系。

应宁说，她能够理解父母的焦急，但父母的

一意孤行，让他们之间始终有道鸿沟。“我其实不

介意一直单身，但他们不懂我的追求，甚至认为

人不结婚就不幸福。更何况，婚姻大事以所谓的

‘算命’断言，未免过于儿戏了吧。”

年龄相差“三六九”犯冲，
婚后容易不合

正所谓“小思想易改，大环境难扭”，虽然时
代在进步，但并不代表这一代年轻人和父母的
三观能完全融合。尤其在婚姻问题上，两代人
因观念不同而引发的隔阂不断。很大一部分家
长还始终坚持着一些“守旧”甚至称得上迷信的
嫁娶观念，在年龄问题上尤为显著，比如，男女
年龄不可相差“三六九”，女儿逢双岁不能出嫁，
婚前要先合生肖等。而这些一辈辈流传下来的

“怪论”恰恰是这群年轻人难以理解、认同的。
记者接到一些年轻人反映，

他们都曾听闻或经历过家长因这
些观念而强行拆散子女姻缘的事
例。面对这些根深蒂固的“老人
言”，有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妥
协，有的则仍继续倔强坚持着自
己的选择⋯⋯

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时，确实有一部

分家长有着固执的“迷信”。父母对这些

一代代流传下来的风俗观念坚信不疑，他

们认为，宁可拆散一段姻缘，也不能违背

“老祖宗的规矩”。

然而，在年轻人看来，爱情不应该承

载这些迷信的观念。从采访中，可以感受

到他们的不解以及不悦，“为什么父母不

以我们的想法为主，优先考虑我所在乎

的”“难道不按固有的观念行事，婚姻就一

定会出问题吗”“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迷信

这老一套”⋯⋯

其实，家长的行为也不难理解，对于

他们来说，结婚是两家人甚至是两个家族

的大事，有些规矩和传统是不能冒险破坏

的。但如果父母和孩子在嫁娶风俗的问

题上出现了分歧，正确方法应该是进行理

性沟通，尽可能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方

式。虽然不能无视“老规矩”，但父母也不

该企图“一刀切”地决定子女的婚姻。

□□记者记者 马忆玲马忆玲

■记者手记
不能无视“老规矩”，但也不该“一刀切” @时尚先生：我认为父母

有这样的想法也可理解，不过，

相差“三六九”就不能结婚是

没有科学依据的。我爸妈相差

六岁，几十年来相敬如宾。两

个人合不合得来，关键看性格。

@永康：精神上的欢喜、灵

魂上的爱慕，是爱情的最高境

界！一切旧思想、旧观念，都应

该通通打破！都 21 世纪了，总

得有点“后浪”精神。

@我脱单啦：各地似乎都

存在关于婚配方面的一些旧观

念，我觉得不要过多地在意这

些太世俗的因素，因为幸福的

婚姻建立在互相欣赏之上。

@少女：现在，不仅仅是父

母认为“三六九”不能结婚，让

我震惊的是，一些年轻人自己

都有这个想法。明明看上去很

合适的一对情侣，偏偏因为顾

及这些而分手，想想真是可惜。

■网友有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