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内

2 0 2 1

年2

月19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李

鹏

责
任
校
对

石
会
娟

技
术
编
辑

白
晓
腾

12

早在明清时期的江南，介
于婚嫁与入赘之间的婚姻形式
便已诞生。随着第一代独生子
女成年，“两头婚”在江浙沪的
部分地区开始流行，江苏南通
称之为“不嫁不娶”，苏州常熟
叫“两头蹲”。在传统秩序与现
代文明交汇的农历新年，这些
夫妻通常要吃两顿年夜饭，承
担双倍的走亲任务，而春节里
日常的“催生”话题，也因为冠
姓权显得与众不同。

年夜饭与冠姓权

每年，孙茵和丈夫要吃两
顿完全不同的年夜饭。今年也
不例外，大年三十在婆婆家，吃
一桌平常的上海菜，到第二天，
自家父母会准备几道复杂的东
北菜，比如肉在鸡蛋薄饼里裹
得层层满满的金丝卷等。

孙茵小两口规划过，结婚
第 3年要孩子，今年正好到了。
年夜饭上，之前一直态度温和
的婆婆主动张了口，聊起自己
当年带孩子的事，顺势就说：

“你们什么时候生呀”。
“就今年。”小两口的回应

让婆婆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孙
茵和丈夫想好了一个女孩名
字，男孩名还没想到，婆婆听到
只说，要看看有没有重名的，不
再多说。

“催生”是春节期间的常见
话题，但在这个“两头婚”家庭，
孩子的性别其实更敏感。“只能
看天意了。”孙茵不希望出现第
一胎生女孩第二胎生男孩的情
况，因为按照事先约定，将来两
个孩子第一个跟男方姓，第二
个跟女方姓。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为避
免与婆家生出纷争，“可能到时
候（先出生的女儿）还要改姓，
与弟弟互换。”孙茵说，她自己
不在乎，就怕女儿在意，但也没
其他解决办法。

自新世纪之初起，随着第
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年，以苏
南、浙北农村为代表的长三角
部分地区，“两头婚”渐成一种
主流婚姻模式。孙茵老家在东
北，但从小在上海长大，她婚前
便和丈夫商量，不出彩礼不出
嫁妆，双方讨论好孩子的数量
和姓氏即可。直到去年看到新
闻，她才知道这叫“两头婚”，上
海丈夫的反应也差不多，“这不
就是正常的现代婚姻吗？”

和孙茵家一样，“两头婚”通
常不安排彩礼和嫁妆，婚前协商
另有重点：孩子要生两个，一个
随父亲姓另一个随母亲姓，多数
时候，第一胎随男方姓。

孩子姓什么如果没提前定
好，有时会引发持久的“战争”。
杭州萧山的王君原本有第二个
孩子的冠姓权，她主动让出了
自己的姓，让两个孩子都随丈
夫姓——她担心孩子不同姓，
爷爷奶奶会有所偏爱，两个孩
子长大后因此不合。有半年时
间，她和父母一聊到这件事就
发生争执。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一些
老人会指定跟自己姓的孩子继
承自己财产。有学者在苏南调
研发现，有老人去幼儿园接送
孩子，只接走了同姓孙子，却不
管异姓孙女。

对王君而言，还有更现实的
事。如今，大儿子上一年级，住在
公公婆婆家，小儿子上幼儿园，
住在王君父母家。两个儿子的户
口分别在两家，未来两个孩子怎
么上一所学校还是问题。夫妻俩
也因此分居，王君每天只能通过
视频叮嘱丈夫，多带大儿子出去
玩，吃好些，早点睡。

因为过年，一家四口也短
暂聚到了一块，在王君娘家住
两天，再到婆家住两天。在两
边，都没人提起两个孩子未来
上学的事。王君的愿望就是努
力挣钱，和丈夫买套自己的房，
将来把两个孩子都接到身边。

争议太多，有时人们也用
抓阄来决定姓的归属，杭州余
杭的邓丽家就是这样。今年是
邓丽结婚的第 7年，他们现在还
只有一个女孩。7年前她家中了
签，得到孩子的冠姓权。

抽 签 仪 式 是 在 医 院 举 行
的，邓丽拿了两张纸，写上自己
和丈夫的姓，揉成团，最后挑出
了她那个。他们在 10分钟内就
确定了孩子的名字。说是仪式，
其实两家人都没把抽签当回
事，因为原本打算生两个孩子，
当时只不过求一个公平的过
场。如今女儿逐渐长大，自己
工作也忙，至少一段时间内，他
们不打算生二胎了。

两边老人倒也没催。今年
过年的饭桌上，大家讨论的也
就是现在这个孩子该上哪所小
学。

邓丽觉得是因为当地“两
头婚”实践时间久，走过了一段
探索期。从前总有争姓闹翻的
家庭，包括她自家一个远房姐
姐，孩子一个月大，因为男方工
作前景好，婆家想要撕毁孩子
随女方姓的协议，最后离婚收
场。多年后，男方想过复合。远
房姐姐则拒绝复婚，她觉得带
孩子最辛苦的几年都是自己度
过的，何况为了这事离婚，证明
对方也不那么爱自己。她至今
没有再重组家庭。

什么都是双倍的

每年农历新年，“两头婚”
的夫妻通常要吃两顿年夜饭，
走双倍亲戚，当然，孩子也能拿
双份红包。整个婚姻里，他们享
有的家庭资源与人情负担似乎
都是双倍的。

结婚以后，周杰和妻子过
年几乎都在吃饭和吃饭的路上
度过。在他们老家江苏南通有
喝年酒的习俗，家里摆上六七
桌宴席，请遍亲朋好友。今年因
为疫情，年酒规模缩小，一些亲
戚不再互请，但他们也得吃上
很多天。

夫妻俩平常生活在上海，
过年是集中拜访亲戚的时间，
哪边都不好怠慢。今年初四，周
杰大伯家跟妻子的大姑家同一
时间宴请，他们住在妻子家，就
去了妻子那边。

如果不是“两头婚”，对周
杰来说，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情
需要维系——丈母娘家的亲戚
不用去，和自家亲戚有冲突的，
也是以自家为主，没有人会说
什么。

苏南当地采取“两头婚”
的，通常是女方家庭条件稍好，

像周杰这种男方条件更好的很
少。周杰一直跟着母亲长大，母
亲是最早的一批下岗工人，后
来做生意，攒下了千万身家。妻
子家则相对普通，在村里经营
一个小布厂。

周 杰 之 所 以 同 意“ 两 头
婚”，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和女
友高中就恋爱了，上大学时，妻
子就和母亲关系特别好，知道
妻子的爷爷奶奶想要一个孩子
的冠姓权，周杰家也就答应了。

周杰妻子的老家仍有攀比
彩礼之风，“两头婚”也不例外。
周杰结婚前，丈母娘就提过，谁
家给了 48万元，谁家给了 58万
元。周杰的母亲原本没想准备
彩礼，听完索性给了 88万元。没
想到，周杰把彩礼送过去，丈人
丈母娘不仅全数返还，还额外
添了 88万元，这些钱最后全都
落入小两口账户里。

杭州余杭的邓丽说，“两头
婚”出现前，独生女的家庭会招
外地女婿，本地男孩也娶不到
本地女孩。“两头婚”让难解的
金钱算术题有了答案，“也算是
解救了我，我不用被迫找个外
地穷小子做上门女婿。”

“两头婚”里，如果有价值
排序，那首位一定是平等。

邓丽婚前第一次请公婆来
家里，对方拿出黄金首饰，她父
亲当场就把话挑明，说不应该
收这些黄金，但拿来了也就不
驳心意，第二天，父亲去了对方
家，回赠了价格更高的黄金饰
品给未来女婿。

婚礼也有讲究，在邓丽老
家余杭，即使办两次宴席，也有
主次之分，晚上那场才算主婚
宴。两边都想要晚上办，谁也没
妥协，最后索性办了两场主婚
宴。婚宴上菜的档次，提供的烟
酒，双方也在暗自较劲，“我们
家肯定不会比你们家差。”

即使男方家资产殷实，也

不一定能娶到传统意义上的
“媳妇”。邓丽的闺蜜就是这样，
男友家资产过亿，但闺蜜父母
拒绝独女嫁出去，说的话也很
坚决，虽然比不上对方，但自家
也有好几套房，有几个店铺，

“女儿这一辈子不靠你们家，也
能衣食无忧”。

事情闹到最后，双方都给
孩子介绍了别的对象，甚至安
排孩子出国，最终还是抵不住
两个年轻人要结合。男方家被
迫让步，结了“两头婚”，只有一
个要求，第一个孩子必须随男
方姓。后来婚礼办了两场，所有
的流程走了两遍，婚房也弄了
两套。

而到了过年，平等就意味
着两顿年夜饭。几乎所有“两头
婚”夫妇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时间也要追求公平，夫妻今年
除夕在男方家，那明年就换成
在女方家。

去年，邓丽大年二十九在
公公婆婆家过年，年三十在她
家。今年就换过来，二十九在她
家，年三十在婆家。

女性的“解放”？

与传统以男性为核心构建
的家庭关系相比，“两头婚”看上
去双方更加平等。但不是所有女
生都喜欢“两头婚”的模式。

24 岁的李玫就不喜欢。李
玫表示，她的亲姐姐结婚 4年，
既要作为儿媳参与丈夫家的事
务，也承担自家的主人公角色。

在李玫老家浙江嘉兴，同
样有年酒风俗。在年前，姐姐两
头都要跑。李玫回家后，则更多
在睡觉，懒得走亲戚，“太麻烦
了”。

作为长女，李玫的姐姐被
李家赋予着延续香火的责任。

和家乡大多数“两头婚”的女性
一样，姐姐“需要”生两个孩子，
继承双方的姓氏。但生完第一
个，姐姐并不想再生第二个，也
为这件事和父亲发生过多次争
吵，这两年父亲才逐渐想开，知
道现在抚养一个孩子要付出的
时间、金钱和精力和过去不能
比，才不再提生二胎的事情。

李玫说，当时姐姐也想按
传统婚姻模式嫁出去，但家里
不 同 意 。得 知 姐 妹 两 个 都 想

“嫁”，奶奶焦虑地睡不着觉，说
孩子如果不姓“李”，她家的香
火可就断了。

为了这事，姐姐和姐夫分
了手，但两年后，对方答应“两
头婚”，他们才又在一起。

看着姐姐的忙碌，李玫就
觉得“两头婚”对女性也没有解
放意义。事实上，家里对姐姐强
势，也是因为李玫是更不听话
的那一个。李玫觉得生孩子也
不是必要的，妈妈听了总说，

“不生孩子怎么能成为一个完
整的女人？”

但李玫坚持，家里也管不
了，只好把期待都放在姐姐身
上。李玫渴求的是基于爱情的
结合，活得独立自主，她觉得姐
姐仍旧困在家庭和道德的枷锁
中。

在“两头婚”的现实样本
中，也有女性觉得得到了意料
之外的权利。西北姑娘赵颖，她
的丈夫来自江苏南通，两夫妻
独自在武汉安了家，赵颖后来
才从小姑子那里知道，自己的
婚姻属于“不嫁不娶”。

赵颖现在只有一个孩子，
男孩，跟着男方姓，生孩子之前
婆婆连名字都想好了。儿子出
生后，婆婆就主动提出来，第二
个孩子的名字中可以带上她的
姓。赵颖觉得，要是提出第二个
孩子随自己姓也不会遭到反
对，因为她已经生了男孩。

那些生女孩的家庭就不那
么走运了，赵颖丈夫的表妹生
了一个女儿，婆婆都没有抱过
孩子。而丈夫的表姐头胎生了
女儿，之后是个儿子，按之前的
协商头胎随男方姓，二胎随女
方姓，但男方更想男孩继承自
己的姓，两家至今仍闹得挺僵。

相比之下，赵颖的现实压
力小多了。但今年跟着丈夫到
南通过年，婆婆一直在说南通
的教育好，“谁谁家的小儿考到
了哪里哪里”，公公也说，要不
然让孩子回南通上学。

儿子的户口现在跟着赵颖
落在老家西安，婆婆一直不高
兴，小两口说在城市里上学方
便，婆婆才勉强接受。今年婆婆
又谈起落户上学的事，赵颖又
挡回去，“小孩上学要辅导作
业，奶奶辅导不了。”老人也就
不再说了。

赵颖和老公在武汉打拼，
公公婆婆似乎心里也清楚，过
去大半年小两口没怎么挣钱，
暂时没条件生二胎。但正月初
三的饭桌上，公公还是没忍住
提起了这茬，“要是两个孩子就
好了，以后过年一边一个，你们
生了我们来养。”

赵颖笑着回应，可以先把儿
子放这里一个星期试试，“这几
天你们都已经忙死了。”公公也
笑了，继续招呼她吃菜，不再说
什么。（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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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强势的“两头婚”家庭：

害怕头胎生女儿 拒绝外地女婿

浙江农村的春节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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