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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婚礼强吻新娘
当事人声称是习俗

2月22日，在江苏盐城的一场婚

礼上，新娘的公公搂着新娘肩膀，在舞

台上向前方走去。视频中还传来婚礼

主持的声音，称新娘“大方得体，也知

道入乡随俗”。但就在不久后，公公突

然抱住儿媳，作出亲吻的动作。

这段视频经网友传到网上后引发

热传和争议。2月27日，当事人即新

娘的公公卞先生通过江苏大直律师事

务所发布了一篇声明。声明中称，卞

先生为庆贺儿子、儿媳结婚大喜宴请

亲朋好友，属于私人家庭聚会。视频

中卞先生是在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氛

围，按照盐城地方传统的“闹新娘子”

习俗，做出了看似亲吻儿媳、实为假亲

吻儿媳的“表演”动作。这种动作纯属

迎合当时出席宴会宾朋的心理期待、

营造喜庆气氛的需要，并不是亲吻，更

不存在所谓的“强吻新娘”。

“婚闹”消息各地频发
曾致新郎十级伤残

就在“公公醉酒后婚礼现场强吻

儿媳”的视频热传后，其他地方也出现

了“婚闹”的相关消息。

据贵阳当地媒体报道，2016年12

月 26 日，贵州遵义市的夏某结婚当

天，夏某的好友周某、刘某和朱某一同

前往帮夏某接亲。途中，刘某找来封

口胶带，周某则一把将夏某抱住，朱某

则把夏某的手脚绑了起来。手脚被缚

失去平衡的夏某，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最终导致夏某面部骨折落下残疾，评

定为十级伤残。今年1月31日，索赔

未果后，夏某将三位好友告上法庭，提

起共计 12 万余元的赔偿。播州区法

院第一法庭法官组织双方调解，最终

双方一致认定，赔偿总金额为107200

元。其中，原告方夏某承担15%的责

任，被告刘某承担15%的责任，被告朱

某和周某，各自承担35%的责任。

2月28日，另一则“婚闹”的视频

在网上热传。视频拍摄于一婚礼现

场，新人正欲跪拜老人时，一闹婚男子

掐住新娘脖子，强行将新娘按倒跪

地。新娘被激怒，起身怒扇男子耳

光。周围有人说“不可以(打)，闹着玩

呢”！

民俗形成时间漫长
专家建议新旧结合

针对近期各地频发的“婚闹”行

为，记者联系了北京民俗协会秘书长

高巍。高巍称，“婚闹”和古代的抢婚

制度有关，抢来新娘后，其他没有婚配

的朋友会在婚礼上开玩笑，但实际上

很难把握程度。“早些时候“婚闹”也有

对新郎新娘造成伤害的例子，演化到

现在，“婚闹”的很多习俗是一种陋

俗。而且也不排除部分人是借由“婚

闹”的习俗来做着一些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这些必须要制止。”

高巍介绍，随着社会改革开放，

“婚闹”行为已经明显减少，但在部分

偏远或开放程度低的地区仍保留一些

陋俗。“民俗没有明文规定，一些做法

传承下来，不会因为改革开放而骤然

停止，甚至会有其他不好的发展。”此

外，法制观念淡薄和旧观念根深蒂固

也使得旧习俗继续延续发展。

对于如何避免低俗“婚闹”行为再

次发生，高巍认为，传统习俗有积极正

面的意义，关键在于实现传统向新形

式的转变，探索形成新旧结合，并且可

以为大家认可接受的形式。“民俗的形

成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经过时间

的检验，现代文明因素注入需要一定

的时间。这也需要相关部门引导，学

界深入民间，媒体的宣传和老百姓认

同，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结合新的生活

方式，不断探索和打磨被大家认可的

婚礼礼俗。”

(北京青年报)

各地频现“婚闹”，
专家称陋俗必须制止

说到婚闹,其实古已有之,有

学者考证发现汉朝就出现了婚

闹。“为之宾客者,往往饮酒欢笑,

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

者,汉时即已有之。”无论婚闹还是

闹婚,这里的“闹”,有热闹之意。

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既烘托气

氛,还可增添喜庆,何乐而不为?

然而,不知道从何时起,婚闹

变了味,“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

私于新族之间”。在一些地方,闹

起来没有分寸,失去了控制,仿佛

不闹个天翻地覆就没有氛围,不把

伴娘折腾得七荤八素就不过瘾似

的。更有甚者,一些人以婚闹之

名,行猥亵之实。占了伴娘的便宜

还理直气壮,让伴娘有苦说不出、

有怒不敢发。

除了频频涉及猥亵,一些婚闹

还出现闹得不欢而散,甚至闹出人

命的事情。即便不出人命,但以整

人为目的的婚闹,违背公序良俗,

也不值得提倡。

只要法律硬起来,别顾虑人情

而放过违法行为；只要全社会明辨

是非,守住底线,不适应现代文明

的婚闹就会越来越少,直至绝迹。

（新华网）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在上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

答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时相当动情，

感慨“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的书包

越喊越沉”，“做完了一天的功课”，压根都

没有时间“尽情欢乐”。

书包越来越沉，说到底里面装的都是

竞争焦虑。十几年过去了，升学依旧被比

喻成一场赛跑，都不带变的。孩子之间要

竞争，家长之间要较劲，学校也放不下排名

和升学率，也难怪“越喊负担越重”。

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极容易就被焦

虑掩埋，背后的原理古老却顽固。我知道

这样很累很盲目，可是如果不快步跟着，焦

虑可能就会翻倍。人终究是被得失心裹挟

的动物，这并不可怕，只是被得失心异化，

而忘记了百年以前、两百年以前的先哲就

参透了的道理。成为“赢家”之前，首先得

成为饱满、自主的人。

(北京青年报)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哪儿还有工夫欢乐 要让老年人掌握更多的互联网知识，老

年人愿意学、年轻人愿意教，缺一不可。很

多年轻人虽然嘴上说希望父母跟上时代，但

真要付出耐心、细心去教父母却很难做到。

认为自己代劳更省事，或者讲两句老人听不

懂就烦了，这种心态要不得。

用老人听得懂的话语去讲解、手把手地

教他们如何使用，就我亲身经历来看，老年

人的上手能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年轻人，别光顾着自己玩手机了，把父

母也拉进来一起玩吧！在数字化时代，这或

许就是“孝”的一种新表现吧。(广州日报)

教会父母玩手机也是一种孝
“三万六千锤，少了不行，没有这个功夫

出不了这个产品，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

80多岁的章丘铁匠王立芳三言两语间，透着

手工匠人的朴实和执拗。对传统商品和手

艺的推崇，绝不意味着我们要返回一种前现

代的生活，而是要把精益求精、钻研细节、止

于至善的精气神提取出来，注入今天的商品

生产和服务中去。纵观全球，从苹果手机，

到日本电子产品，再到瑞士手表，它们固然

是工业化成果的典型代表，却无不沿袭着精

耕细作、考究品质的工匠精神。这样的古今

融合，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人民日报)

从一口铁锅看工匠精神

近日，多地出现

“婚闹”行为，引发大

量关注和热议。

2 月 25 日，一段

“公公醉酒后婚礼现

场强吻儿媳”的视频

传开，随后当事人通

过律师事务所发布

声明称，其按照地方

习俗作出了表演动

作。贵州遵义的一

起“婚闹”曾导致新

郎十级伤残，三名好

友近日被判赔9万余

元。这两日，另一段

“婚闹”视频也在网

上热传，在一个结婚

典礼现场，新人正欲

跪拜老人时，一名男

子掐住新娘脖子强

行将其按倒。

对于频发的“婚

闹”现象，专家建议

“婚闹”陋俗应及时

制止，传统形式向新

形式转变，形成大家

认可的新婚礼习俗。

“婚闹”恶俗何时休

对恶俗婚闹发生的地区稍加

分析就能看出,越是贫穷落后的地

区,发生恶俗婚闹的频率越高。

恶俗婚闹发生的根源是部分

群众对结婚的认知偏差和对法律

的无知,“结婚三天无大小”“婚礼

越闹婚姻越幸福”等传统观念仍然

存在。移风易俗从来就不是简单

易行的事情,消除陋习的历史惯

性,需要久久为功,离不开政府部

门、新闻媒体、司法机关等力量共

同努力。宣传教育是狠刹婚闹歪

风的有效途径,也是成本最低、见

效最快的治理方式。

一个案例或许胜过一沓文

件。各地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应该

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案例是法

律对行为后果的判断,直接涉及个

人的利害关系,能够引起群众内心

的触动与共鸣。对于婚闹案件,各

级文明办、扶贫办要联合司法机

关、新闻媒体进行策划宣传,将狠

刹婚闹歪风与文明建设、精准扶

贫、法治建设进行充分结合。

恶俗婚闹的发生证明了部分

群众精神境界低,反映了法治建

设、文明建设尚有提高空间。恶俗

婚闹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要直面

问题、坚决铲除,不能放任这种陋

习继续存在下去。(法制日报)

用案例引导狠刹婚闹歪风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