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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康大舞台系列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

要想从一场中国式婚闹上逃离， 难度
大过玩一场密室逃脱。 在安康干了十年婚
庆行业后， 这是市工商联喜庆协会负责人
陈曦最直观的印象。

陈曦印象中较为深刻的一次婚闹是在
两年前。 新娘是外地的，新娘的父母和亲戚
们都是远道而来，两位新人也都早早交代：
不要玩儿得太疯。 但当接亲的队伍抵达时，
场面还是失去控制。 男方的亲戚朋友中几
个小伙子冲向新郎，用干粉灭火器喷新郎，
用臭鸡蛋砸新郎， 新娘和她父母也被抹了
满脸红墨水。 最后，整场婚礼以新郎被胶带
缠在树上画上了句号。

“新娘父母特别生气，带着一家亲戚当
场就走了。 新娘子一肚子委屈，新郎也是又
尴尬又生气，但这种事情就是不好找人‘算
账’。 筹备一场婚礼可能需要一年，但毁掉
这场婚礼只在一天。 ”陈曦回忆道。

在各类资讯和短视频 APP 中， 可以看
到更多安康婚闹现场。 在某款短视频 APP
中搜索“安康婚闹”话题，可以看到网友“安
康小厨娘”发布的短视频中，一群人正向新
郎用力扔鸡蛋。 她的配文则是“李家坝人闹
结婚闹得太野蛮了。 ”在“安康魔术小宝”发
布的短视频中，新郎撅着屁股，一旁的男宾
手握皮带，排队抽打新郎的屁股。 另一则网
友“小马达”发布的短视频中，场景相同，新
郎面有愠色，却又无处发作。 配文是“结个

婚也不容易啊。 ”再看这些短视频的发布时
间，从 2016 年至今年 6 月都有分布。

事实上， 闹婚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兴起
的。 据史料记载，对“婚闹”最早的明确描述
出现在汉代。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
描述，汉代婚礼现场“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
忌， 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 大家插科打
诨、饮酒游戏，尺度尚算合理。 直到宋代，没
分寸的闹婚都不是历史的主流，一般只发生
在胡化和儒家礼俗浸润不深的地区。 至此
“闹婚” 一直寄托了民众对待婚姻家庭的态
度、认识与行为的取向。

明清时期，“闹婚”开始向“婚闹”转变。
明朝杨慎的《丹铅杂录》中记载：今此俗世尚
多有之，娶妇之家，新婿避匿，群男子竞作戏
调以弄新妇，谓之谑亲。 甚至还有史料记载
了明清时期的婚礼现场存在直白的性骚扰。

直至现代社会，“婚俗”在民间经过千锤
百炼变成了“婚闹”，后反客为主的闹婚者拥
有了这场婚礼如何进行的决定权。 有“闹洞
房”突破底线，有的“闹”使朋友反目，有的
“闹”让婚礼不欢而散，还有的人甚至被告上
法庭，受到法律的制裁。

放眼全国， 婚闹的受害者分布之广、人
数之多超乎想象。 各地婚闹方式各有不同，
唯一不变的是看客借习俗之名，行性骚扰之
实的嘴脸。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
示，79.2%的受访者都曾经历过 “闹洞房”，
60.9%的受访者直言并不喜欢 “闹洞房”婚
俗。

为何婚闹曾屡禁不止？一方面是来自规
则的缺失，中式婚礼注重喜庆的氛围，闹婚

又是烘托氛围最主要方式。 而当氛围凌驾
于公序良俗和个体感受之上，失序就容易发
生。 另一方面因为闹婚者往往是亲朋好友
而非陌生人，在熟人社会背景下，大家将来
还是有生活交际，即便闹婚发生了，也很难
为真正追究。

传统封建对于性的忌讳压制也是 “婚
闹” 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越是忌讳压制，
越容易“一点就燃”，结婚这种特殊事件，自
然而然就成了操练场，正如李安导演在电影
《喜宴》 中一语道破天机：“你正见识到五千
年性压抑的结果。 ”

而介于“婚闹”在南北地区皆有分布，为
了防患于未然，多地开始明令禁止闹婚。 且
自 2017 年实施新民风建设以来， 随着全市
城乡社会风气显著好转，婚闹现象也逐步退
出安康广大城乡的婚礼舞台。

2021 年 7 月，民政部出台的《“十四五”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十四五”期间，
我国将推进婚俗改革，建立整治天价彩礼、
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
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同年 9 月，
民政部发布消息， 将 17 个地区确认为第二
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进一步扩大婚俗改
革试点覆盖面。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
人张宝艳也表示，眼下一些地区遏制低俗的
“闹”，关键在于年轻人群体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移风易俗，彻底摒弃“无闹不成婚”的陈
旧观念。 农村“恶搞式”婚闹就该尽早取缔，
破除这类“婚闹”陋习的关键是举全社会之
力，共同建立新的婚俗秩序。

大环境之下，安康许多新人开始选择婚
事简办、喜事新办。 在市烟草公司工作的王
劲驰就是这其中一员。 “去年我们婚礼现场
就是一些至亲和好友，女方没有提彩礼方面
的要求， 婚后家务这方面我也主动承担，两
个人婚后舍不得吵架。 ”即将成为爸爸的王
劲驰觉得婚姻生活并没有网传得那么可怕，
反而觉得自己挺幸福。家住安火路社区的杨
云也选择了婚事简办， 没有向男方要求彩
礼，只邀请了至亲和好友来见证，有了提前
准备的接亲小游戏，现场氛围轻松活泼。

今年 5 月，安康市妇联又下发《关于治
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见》，要
求各级妇联要坚持城乡结合， 分类指导，切
实做好弘扬婚嫁新风有关工作，带动更多家
庭讲文明、树新风。

“虽然还能看到， 但相比之前这几年安
康婚闹的还是少了很多。”在陈曦看来，近几
年安康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小型的户外婚礼，
相比在酒店举办仪式、收份子，小型的户外
婚礼更浪漫、更私密，新人双方更投入。 “去
年一对新人在高新运动公园举行的草坪婚
礼，当时下了小雨，宾客们举伞站在红毯两
旁，为新人的红毯之路遮风挡雨。”陈曦回忆
说。

在陈曦看来，这样的仪式作为婚姻生活
的开始也有利于促进、稳固夫妻感情，让婚
礼回归了应有之义。而这种转变主要还是因
为社会不断发展，仪式感的表现形式也在不
断进步，大家追求热闹和喜庆的方式自然也
就变了。陈曦也希望，这种转越多越好，越快
越好。

荒唐婚闹———曾经存在的“伪民俗”
记者 陈楚珺

本报讯 （记者 张乔）6
月 9 日晚，在安康江北亲水
广场，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
新征程” 为主题的 2022 陕
西省群众文化艺术节安康
分会场活动之一的安康“花
鼓子”交流展演正在这里举
行。 据悉，“花鼓子”交流展
演是陕西省群众文化艺术
节安康分会场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文化安康大舞台
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还将
举办“汉江二黄”展演、历代
名人咏安康经典诗文朗诵
大赛 、第二届陕西省 “秦巴
风 汉水韵” 国画小品展览
等活动。

陕西省群众文化节是
经陕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由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节庆活动之一，是陕西省
的重大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通过举办 2022 陕西省群众
文化节安康分会场活动，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集中体
现了我市开展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
作以来的丰硕成果，为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献礼。

新华社成都 6 月 13 日电 （记者 肖林
童芳）13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
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6 个
“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 13000 件。数
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未见，也是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 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最早被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
自 2020 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
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
古队，在 1、2 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
了距今约 3000 年的 3 号至 8 号六个 “祭祀
坑”。

目前三星堆 3、4 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
发掘，5、6 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
内清理， 此次公布的文物主要集中在 7、8 号
“祭祀坑”。其中 7 号“祭祀坑”发现了被考古学
家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成捆的
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铜顶
璋龙形饰、小件的青铜凤鸟、青铜立人、铜铃
等。与 7 号“祭祀坑”邻近的 8 号“祭祀坑”大件
青铜器更多，包括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
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
巨型神兽、铜龙、“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
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
器盖、石磬等，数件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三星堆的奇特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
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但其想象表现出的内心
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
和谐理念。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
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
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竹子、芦苇、大豆，
以及黄牛、野猪。在 ８ 个“祭祀坑”周边，还发现
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
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绿松石和象牙等
珍贵文物。

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在进行中，占地面
积 66 亩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预计将于
2023 年完成，建成后公众可以在博物馆的“开
放式”修复馆里与文物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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