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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媒人”哄抬彩礼
为争面子相互攀比

当婚姻被高额彩礼

历经40多天
的筹备，晓东和筱
雅的婚礼10月2日
在甘肃庆阳圆满
礼成。晓东向岳
父母求娶筱雅的
聘礼包括“三金一
钻”，即1只金手
镯、1条四叶草金
项链、1对金耳坠、
1 枚 钻 戒 ，以 及
1 6 . 8 万 元 彩 礼
现金。

婚礼上面对
宾客的祝贺，这对
新人内心其实有
点苦涩。

订婚前，筱雅
父母提的要求是

“三金一钻”外加
18.8万元现金，晓
东父母感到无法
接受。在媒人的

“说和”下，彩礼最
终定在了16.8万
元。婆家经济并
不富裕，这笔彩礼
对他们来说是沉
重的负担，也给小
两口的婚后生活
蒙上了一层阴影。
筱雅对此却无可
奈何，感叹：“我的
婚姻大事，是由父
母 和 媒 人 商 定
的。”

筱雅两年用攒下的几万元与小
姐妹合伙经营一家美容店，每月刨去
开支净收入6000多元，租住在一间
公寓房，买了代步车。

她和晓东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认识的。晓东的职业是房屋中介，年
收入与筱雅差不多。去年他俩用自
己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帮衬，按揭购买
了一套新房。晓东父母请托当地小
有名气的职业媒人王玺，联系筱雅父
母提亲。二老觉得晓东做人做事踏
实稳重，同意了这门亲事。

眼看婚事“有戏”，媒人王玺开始
多次向筱雅父母建议多要彩礼，还说
经他介绍成婚的年轻人，彩礼都在15
万至25万元，“你姑娘优秀，是个创业
小老板，事业前景好，养个女儿不容
易，彩礼要跟着风俗行情走”。

筱雅曾劝说父母，“别要太多，晓
东家也不容易，正在供晓东弟弟上大
学”。但父母更愿意听从媒人的建
议，还提醒女儿：“婚姻大事上不要

‘恋爱脑’，能拿出多少彩礼，代表着

晓东家有多大诚意。”
在王玺的劝说下，这桩婚事的彩

礼最终定在16.8万元。订婚那天的
最后一项仪式是“谢媒”。晓东和筱
雅的父母分别拿出2000元“谢媒钱”
给了王玺。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婚嫁
彩礼问题上，我并不‘自主’。”筱雅
说，小城市的人注重传统婚嫁习俗，
普遍比较重视彩礼，“有的职业媒人
就在彩礼上动心思，煽动女方家庭哄
抬价码、从中抽成赚钱”。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27岁的
赵梦琪今年5月和初中同学王罡结婚
了，在彩礼问题上，她也感到比较无
奈。春节订婚前，当赵梦琪说出“零
彩礼或象征性收一点”的想法时，父
母坚决反对。和一些同龄已婚女性
朋友交流时，赵梦琪了解到，一些人
嫁女儿时，或为了攀比、争“面子”，或
受到环境压力和媒人“带节奏”，会提
出大额彩礼要求。

赵梦琪的母亲刘萍
祖籍在甘肃东部一座县
城。刘萍说，20世纪，在
陕甘宁三省交界的一些
县(区)，年轻人举办订婚
或结婚仪式时，会现场展
陈女青年手工缝制的被
褥、布鞋和鞋垫、刺绣枕
套、门帘、香包挂件等。
这些物件被称为“陪纺”。

“陪纺”越多、针线活儿做
得越好，越能说明女青年
心灵手巧、具备较好的生
活技能。

进入21世纪后，人们
的物质生活日渐向好，展
陈的物品发生了变化。

“‘陪纺’依然有，但
人们开始认为，就算再
多，也并不值钱。”刘萍向
记者说，现在取而代之
的，是展示男方赠予女方
的彩礼现金、首饰、服装
鞋包、品牌护肤化妆品
等，以及女方家长赠予的
陪嫁车、家电、名表等贵
重物品。

“小城市是个‘熟人
社会’，人都有从众心理，
会跟风效仿这些做法。”
赵梦琪说，在攀比、争“面
子”的心态下，女方家庭
会提高彩礼金额要求。
比如，谁家的女孩考上了
研究生或端上了“铁饭
碗”，谈彩礼时，媒人会建
议女方家长：“农村没上
过大学的女孩出嫁彩礼，
还有二婚的，都十五六万
元，甚至20多万元，咱们
不能比这些低。”

“00后”李爱媛从小
生活在陕西靖边县一个
农村家庭，目前单身。她
常听长辈说“花了那么多
精力和钱养大的女儿，嫁
了人就是婆家的人了，不
多要点儿(彩礼)，不是亏
了嘛”“彩礼给得多，对方
不敢轻易怠慢咱”。

她和同村出嫁了的
姐姐们交流得知，因为高
额彩礼，有的男青年借
钱、刷信用卡甚至借网贷
结婚，婚后又因经济压力
产生家庭矛盾；有人举全
家之力买房装修后，积蓄
所剩无几，拿不出20多万
元的彩礼，选择放弃感
情、另觅良缘；也有的女
青年会积极向家人争取
降低彩礼要求。

“当下的年轻女性既
要遵从传统婚俗观念，又
要响应婚恋新风，需要正
面应对彩礼问题。”李爱
媛说，婚姻被高额彩礼裹
挟，会使女性婚姻自主权
受到侵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
鹰提交了关于治理高价
彩礼的提案。她建议，指
导基层自治组织对婚嫁
彩礼明确约束性标准，并
将“限高”规定写入村规
民约；制定“媒婆公约”，
杜绝收受高额回扣；紧抓
重点人群，将婚丧嫁娶情
况纳入对党员干部的考
核述评、晋级晋职、监督
管 理 ，实 行 承 诺 报 备
制度。

甘肃省镇原县一名
乡政府干部表示，按规
定，婚介机构由民政部门
审批登记、监督管理，但
平时在当地农村参加年
轻人婚礼时发现，民间仍
活跃着一些无注册、无登
记、“脱管”的媒人，其中
不乏哄抬彩礼、赚取高额
抽成者，还有媒人活跃在
短视频平台上，“建议民
政部门摸清这类人员的
数量和情况，从严管理”。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
名)

据《中国青年报》

在筱雅的农村老家，大部分职业
媒人是无业群众。他们收集掌握着
几十或上百名适婚男女青年的个人
信息，包括农历出生日期、身高、学
历、职业与收入、家庭住址、家庭成员
基本情况、有无房和车、择偶需求。

王玺给人介绍对象有七八年了。
起初，有人找他帮忙给孩子打听合适
的对象，他陆续介绍成功过几对新
人，还收到过皮鞋、烟酒等谢媒礼。
后来，问的人多了，他便觉得这是个
营生，索性每到乡镇的赶集日，就端
个小板凳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守着，
等别人找他介绍对象。一同守候的，
不止他一个媒人。时间久了，当地人
管媒人聚集的地方叫“人市”。

在甘肃庆阳，群众戏称媒人说亲
是个“跑断腿、说破嘴”的辛苦差事，
有个风俗是：说定婚事后，双方家长
要答谢。近些年，人们生活条件好
了，将送皮鞋改为送现金，抑或二者
皆送。为赚取谢媒礼，一些职业媒人
怂恿女方家长索要大额彩礼及服装
购置费、上车费、改口费等，从中抽成
10%甚至更多。在临近的陕西省一
些地区，彩礼还包括“离娘钱”“菜水
钱”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职业媒人的业务有淡旺季。”王
玺说，春节前年轻人返乡时段最忙。
有时，说一个媒，一天要跑两个地方，
上午介绍男女双方见面，下午带他们

“看家”。“年轻人返乡时间紧张，一般
往两边跑三四趟就能‘说成’。能不
能‘说成’，关键就是谈彩礼。”

“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终要
回乡生活，更愿意在家乡找对象。”王
玺就把说媒业务转战到网络上，白天
将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等内容发
在短视频平台上，还会发一些介绍成
功的年轻人订婚、结婚的视频，画面
里有一摞摞的彩礼钞票、琳琅满目的
陪嫁物品，还有“谢媒”业绩，标注“有
意者加微信私聊”；晚上就开直播安
排年轻人线上见面。

这些业务并非免费。王玺说，现
在年轻人的恋爱择偶观念更多元化，
对外貌形象、工作收入、房子车子等
条件都有不同的心理预期，帮他们找
到心仪的人，需要花时间和精力，“说
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

在筱雅生活的县域，一些年轻人
不愿意婚后居住在农村，倾向于要求
男方在县城或市区买房。男方家庭
婚前买房，全款加装修费用近100万
元，如果办商业贷款，首付款加装修
费最少也得近40万元。”“媒人谈彩礼
的出发点，更多考虑的是婚俗和利
益，而不考虑这些家庭的现实经济状
况。”筱雅说。

赵梦琪平时比较关注社会热点。
在一些常用的短视频平台，她也发
现，同城频道用户中活跃着很多职业
媒人。有人自称自媒体从业者转型，
有人挂出了婚介实体店名称和地址。
除单身男女青年婚介信息外，发布的
内容还包括“没房没车没存款，即使
再老实可靠，也没有女生愿意嫁给
你”“二婚怎么谈彩礼”等。

婚姻被高额彩礼裹
挟，会使女性婚姻自
主权受到侵害

“感觉媒人在‘带节奏’，说一些诱导我父母的话”

“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