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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结婚到底是谁在作主

彩礼中的情理法碰撞
“还我18万彩礼！那是我的血汗钱！”近日，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青年小伟

在车上悬挂横幅向女方讨要彩礼的视频，引发众多关注。
据报道，2021年2月，小伟和女方在媒人介绍下相识。当时25岁的小伟在

农村已属“大龄青年”，相识不到一个月，双方即敲定了婚事，小伟家付给了女方
一笔彩礼，其中部分为借款。不料想，后来女方对婚事反悔，拉黑了小伟微信，
且拒不退还彩礼。小伟一气之下将未婚妻及其母亲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女方返还彩礼款17.9万元。但女方拒不还款，小伟遂拉条幅索要彩礼。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各地法院宣判多起因彩礼产生的纠纷案件，其中不
乏彩礼返还问题。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街头采访时，了解到年轻人对彩
礼的看法不尽相同：有青年直言，“彩礼可以收，但不要给对方家庭增添负担、带
来麻烦”；有的青年则认为，“彩礼不是必需品，没必要非得给感情加上一个价
码”；也有年轻人表示，彩礼代表的是两个家庭对即将走入婚姻的年轻人的祝
福，但“天价彩礼”就变了味儿。

你的婚姻为何让彩礼“作主”？什么是彩礼？彩礼和婚约的关系是什么？
在何种法定情形下应当归还彩礼？面对彩礼中情、理、法的碰撞与冲突，该如何
从法律角度加以平衡？如何整治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为此，记者进行
了多方采访。

彩礼成了婚约的标配？
9月11日11时18分，伴随着亲朋好友的

欢呼与祝福，辽宁沈阳95后女孩小金身披白
纱，与相恋5年的男友走入婚姻殿堂。回想
和男友一路走来的经历，小金感慨道：“几个
月前我们还差点儿因为十几万元的彩礼分
手，还好，我们最后达成了共识。彩礼不在
多少，只当是一份心意。”

对于彩礼，广西90后女孩张果认为，“女
生应该要彩礼，这关乎男方及家庭对女生的
认可和重视程度”。

在街采中，记者了解到，受传统观念影
响，“彩礼”在一些年轻人眼中是约定俗成
的，一般为10万元左右。“大家都拿，所以通
常认为拿彩礼理所应当”“只要要求不太高，
都是可以商量的，量力而行”“只要双方感情
好，是能接受的”……

在85后温达的老家合肥，11万元的彩礼
钱是标配，寓意万里挑一。在他眼里，“彩礼
和婚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身边却有朋
友因彩礼闹了纠纷，导致两人分道扬镳。

温达的高中同学花几百万元在老家置
办了婚房，计划婚后让父母搬过来一起住，
但女方却表示不愿与其父母同住。女方认
为，婚房是彩礼的一部分，对其有支配权。

“撕扯了一个多月后，两人还是分手了，其实
挺遗憾的”。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学者邓丽分析，彩礼
的给付源于我国古代的嫁娶风俗——六礼，
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当然
现在已经大大简化了。从习俗来说，彩礼一
般是双方约定成婚时，男方给付女方的财物
金钱等，小到金银首饰，大到现金、汽车、住
房等，“这种给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财富在
家庭间转移”。

“婚姻自由是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
则，婚姻的缔结是以婚姻登记为准的，完成
婚姻登记才能使婚姻关系确立。”在邓丽看
来，这种所谓的订婚、婚约，并没有婚姻法律
意义上的约束力，而一旦因彩礼问题产生纠
纷，则需要法律加以介入、调解和界定。

邓丽直言，当前给付彩礼的风俗存在一
定程度的异化，金额升高，互相攀比。对于
经济能力不够宽裕的年轻人来说，它不再
是两情相悦之下心甘情愿的赠与，演化为
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有时是举全家之力
而为，甚至举债而为。“那么一旦双方未能
如预期步入婚姻，就会产生不可承受之损
失，纠纷也就随之而起。协商不成，就会演
变成对簿公堂”。

借婚姻索取财物踩了法律的红线
2021年3月，吉林长春的小昊与文婷相识，不久

两人坠入爱河并订婚。按照当地风俗，小昊给付文婷
彩礼4.6万元，随后两人开始同居生活。但因双方性
格不合时常激烈争吵导致分手，小昊要求文婷返还彩
礼钱，遭到拒绝。经亲友多次协调未果，小昊诉至长
春市榆树市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榆树市人民法院大岭人民法庭庭长李道明主持
庭审时，根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未登记结婚、彩礼数
额和用途、回礼情况、双方过错程度、经济水平、当地
风俗习惯等因素，进行情理法的详细阐释，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文婷返还小昊彩礼款1.5万元，纠纷得
到解决。

近年来，彩礼价码在有些地方一路飙升，甚至出
现“天价彩礼”，还有地方的彩礼标准按女孩学历和
地域要价，中专10万元、大专12万元、本科15万元，
如一道道无情的屏障，让不少步入婚恋年龄的青年
长叹。

最近，中央组织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
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方案》，明确自今年8月至2023年12月开
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
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减轻农民群众在婚丧嫁
娶中的人情、宴席、彩礼等的支出负担。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婚姻家事法律专家张
荆指出，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
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
姻索取财物。张荆提醒，包办、买卖婚姻及以结婚名
义索取财物，将传统习俗当成敛财工具等行为，都明
确被法律所禁止。

邓丽解释说，彩礼在学理上一般认为是附条件的
赠与，即以与对方缔结婚姻组建家庭为目的而给付的
财物。当条件不成立时，对方不再具有合法依据保留
该项财物，应予返还。

张荆指出，在法律上有以下3种情形需要返还彩
礼：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双方没有登记
结婚，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彩礼都应进行返
还”；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在这
种情况下，婚姻的目的没能实现，也需要返还”；虽然
领证且共同生活，但婚姻存续时间较短，婚前给付导
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卷着彩礼就要走，这种情况是法
律所禁止的”。

记者注意到，2020 年，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
法院就专门出台文件《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明确规
定，返还彩礼时，对超出 10 万元的部分全额返还，
10 万元以内的部分按比例返还，并确定了彩礼的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见面礼、聘礼、上车礼、下车
礼、改口费及价值较大的首饰、电器、通信工具、交
通工具等贵重财物。

移风易俗
让彩礼的意义回归于“礼”

“高价彩礼物化了婚姻，让婚姻蒙上了阴
影，给双方家庭带来了许多困扰，损害了淳朴
的社会风气，让一些农村家庭生活负担不断加
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江西
省委会副主委、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卢天锡提交了《关于整治农村高价彩礼 促进
乡风文明的建议》。

卢天锡经过调研发现，导致农村高价彩礼
的首要原因是男女比例失衡。加之随着农村
劳务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女青
年大多选择留在城市工作或嫁到城市，加剧了
农村青年男女比例失衡。另外一些攀比观念
盛行等因素也导致彩礼金额逐年走高，让一些
家庭不堪重负。

在卢天锡看来，今年2月22日发布的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高价彩礼等移风易
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是一场“及时
雨”。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大治理力度，让彩
礼的意义回归于“礼”。

张荆分析，从近20年的社会发展情况看，
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调整、社会思想观念的变
化等因素，彩礼数额越来越高，但对婚姻的影
响和约束反而在降低，尤其在农村，女性“闪
离”后，并不愁嫁，相反，男性家庭因为给付高
额彩礼，在离婚后，无力负担再娶的彩礼，导致
很多社会问题的发生。

9月8日，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在回应婚俗改革
问题时表示，从2018年起，民政部将婚俗改革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于2021年4月、9月分两批
次在全国确立了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一些地
方性婚俗改革实验区。

“目前来看，各个实验区开展的改革工作
确有成效，得到了社会各方面好评，最突出的
是各个实验区的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得
到了有力遏制。”詹成付说。

街采中，不少年轻人对彩礼更多理性色
彩。90后山西青年李博说，他结婚时拿了13.8
万元彩礼并购买了一些首饰给女方，“我觉得
一切还是要以感情为基础，如果太关注钱、房
子、车子，把重心都放在这些事上，感情肯定会
出现问题”。90后已婚青年刘泽认为，“只要感
情到位，不会因为彩礼的问题而影响结婚”。
（文中受访青年均为化名）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