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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母“参议权”

◎刘诚龙

家长不是长，爹不是正家长，妈不是副家长，儿女在家说话才真
响；一个公司，谁投钱多，谁当董事长；一个家庭，谁投资多，谁当老
大吗？好像并非如此。儿女翅膀未丰那会儿，家长好生威风，做家长
做得蛮有味，蛮过瘾的；到了十七八岁，孩子身子比爹高了，身架比
妈横了，爹妈万丈气焰顿时做了一挂鞭炮，落得满地红。
给家庭投资最大，出力最多，却是莫说有决策权，连话语权都差

不多丧失了。最近，有一项未婚青年的婚恋调查显示，有70 . 2%的
受访青年，不希望父母介入自己的择偶问题。大多数未婚青年，在婚
恋方面有自己强烈的自主意愿。
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父母对子女婚姻搞“强拆”是不行的，搞“违

建”也是不行的。做了好多年老爹老妈，都晓得其中道理的，跟儿女
过一辈子的，不是爹妈，是其爱人，鞋子合脚与否，只有孩子的脚知
道。
不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爱情是你一个人的情，婚姻却是一

家子的事。不错，是儿子娶老婆，但也是爹妈娶儿媳妇；不错，是女儿
嫁老公，但也是爹妈找女婿。谈情说爱，相亲择偶，全把爹妈排除在
外，全把老爸老妈当外人，也是不对的。你恨的，父母未必恨；你爱
的，父母肯定爱。你应该相信父母在爱你，你应该相信父母定然爱你
所爱；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不论生死，不论贫富，不论病老，不论什
么情况，都无怨无悔在爱你，那个人一定是父母。
父母关心你的爱情婚姻，不是要跟你唱反调，不是你爱谁，父

母便棒打谁，不是你不爱谁，父母偏将你与谁捆紧，儿女们应该知
道，父母是永远站在你那一边的：你不爱谁，不爱就不爱，父母不
会强制你；你爱谁，父母给你看一看，这个人值不值你爱，适不适
合你爱；你若是一定爱了，父母或有保留看法，最终还是以你为
是。天下只有一个陆游一个陆母，顶多还有一个刘兰芝（《孔雀东
南飞》主人公）的婆婆。家庭应该进入民主时代，全是父母说了算，
不行，那是独裁；全是儿女说了算，未必对，也是独裁；儿女婚姻，
父母包办，那是父母不尊重儿女；儿女婚姻，全瞒父母，那是儿女
不尊重父母。
父亲节那天，我家小公主发了一条朋友圈：“从小就被爸爸当

男孩子养，摔倒不能哭，一哭还可能挨打，所以几乎没有像其他小孩
一样撒过娇。长大后，一些煽情的话更说不出口了。也因为工作或其
他问题和爸爸吵，但最终妥协的还是爸爸。”看到这话，我怔了半天，
这话是孩子在宣示得意，还是她在表达愧意？孩子小时，父母是强
势；孩子大矣，父母是弱势。在孩子爱情事上，父母若与孩子杠上了，
认输的肯定是老爹，投降的肯定是老妈。
越是大城市，爱情越自主，越是大城市，离婚率越是高，有个

新闻说，2018年，北京离婚率高达48 . 3%，好生吓人。这数据准
不准？算法对不对？待权威来说。但离婚者越来越多，这是人人都
可以看到的。离婚率高，可证两点是，一：恋爱确是自由的，婚姻
确是自主的；二：恋爱是自由的，自由恋爱的质量是不太高的，婚
姻是自主的，自主婚姻的质量是不太高的。有人问，你是在反对
爱情自由？你是在抵制婚姻自主？并不是，我要说的是，自由恋爱
是对的，不过有时候是有缺陷的，需要谁来救其失的。救失者谁？
父母。
前些日子也曾看到一个新闻，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更

稳定，这个新闻说的是现代婚姻。数据呢？新闻没说。没得数字，或有
事实，我们见到周边的家庭，熬过七年之痒安然走下去的，确乎是比
例更高些。这有事实，或还有逻辑，儿女百分百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者，往往是择其一点不及其余，属于情感冲动的多，而父母肯定更理
性，他们是过来人，经验与教训都多些，从门当到户对，从经济到文
凭，从性格合到人品配，从对方家庭到对方社会关系，认真进行过推
演，仔细进行过匹对。父母太世俗？爱情是理想的，婚姻是世俗的，理
想抬得天高，世俗踩到脚下，结果呢，世俗倒没倒下，理想往往一败
涂地。
儿女重理想，父母重世俗；爱情是理想的，婚姻是世俗的；爱情

是要走进婚姻的，那就是说，理想是要走进世俗的。理想必须把世俗
当敌人吗？理想与世俗素来斗得很厉害，理想与世俗却是可以讲和
的。一头是理想，理想是一半，一头是世俗，世俗是一半，如此这般，
爱情或不平天，婚姻却是天平了。
崽大不由爷，家长不是长。相亲择偶，父母难以插手，多半是插

话，关于儿女婚恋的“参议权”，家长应该有，上“提案”还是可以的，
也许“提案”采用率不高，但父母的满意率却会提高。虽然不一定全
以父母为是，但能让爹妈提提意见，父母就蛮高兴了。

“相亲择偶，父母难以插手，多半是插话，关

于儿女婚恋的‘参议权’，家长应该有，上‘提案’

还是可以的，也许‘提案’采用率不高，但父母的

满意率却会提高。”

适度参谋，尊重孩子的择偶意愿

◎程应峰

俗语说，强扭的瓜不甜。这句话用在孩子的择偶和婚姻问题上，再
恰当不过了。
谁在强扭？当然不可能是别人，自然是当事人双方的父母。虽然现

代社会开明的父母居多，但打着小算盘的父母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
他们总是以过来人的姿态，不置可否地要为子女的择偶把关捺脉。
在这些父母的眼里心里，若是中意的，自是无话可说；若稍不如

意，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干涉。或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或是
因为身体心理上微不足道的缺陷，或是找不到直接的理由，就是因为
看不惯……
是的，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家庭氛围、

家庭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是家族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即便周围的环
境有变化，家风也不会轻易改变。两个家庭如果有相近的生活习惯，对
现实事物的看法相近，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才会有共同的
快乐，才会保持更长久的彼此欣赏，才会让婚姻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家
庭生活才会更加和谐。所以，就子女的择偶和婚姻大事而言，父母的适
度参谋并不为过，但不能参谋着参谋着，就把孩子的意愿完全置之脑
后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总是有代沟的，孩子择偶，有什么想法，什么意

愿，也不是一两次交流就可以搞得清楚明白的。代沟的存在，导致了择
偶倾向的不同，这也是不置可否的。所以，身为父母，参谋若是过了界，
把关若是过了分，势必会将属于子女的真正的缘分、真切的情感永远
地分开，再无来日。
所谓择偶倾向就是择偶标准。自古至今，敝开财富、地位、学问、见

识不说，芸芸众生不懈追求的往往是身形美貌，对处在择偶状态的人，
这一点自然是不可忽略的。古代人好“细腰女子”，现代人何尝不是？
“细腰女子”在现在看来，实则为容貌出众、身材健美、符合健康标准的
女性。传统的婚姻观，有一点就是多子多福。女人美丽的标准之一，就
是拥有细小有力的腰身，既是富于生命力的表现，又是生育力旺盛的
象征。当然，并非一细可以遮百丑，情人眼里出西施，外在的美可以因
人而异，但不可或缺。
择偶的标准，除了因人而异，也因时代在变。这个时代，并不是所

有人在择偶行为上都是物化的，外化的，依然不乏追求品格和心灵门
当户对的人。对得了眼，入得了心，才有相处的和谐。如果两个相处的
男孩女孩去听音乐会，一个听得兴味盎然，一个听得酣然大睡，这种不
合适也就显而易见了。
我这里要说的是，择偶，实则是在选择缘于内心的爱，选择一个可

以共度一生的人。父母在适度参谋时，至少要在这个方面为孩子着想。
何以共度一生？就是一方跌倒的时候，另一方将他（她）扶起来；伤心的
时候，有来自彼方的安慰；遇到高兴的事儿，一个快乐刹那间变为两个
快乐。就算婚姻之外，有那么多挑人心动的东西，依然可以不为所动，
从从容容走过去。如此，俩个人就注定拥有一趟幸福的毕生游。
设想一下，在父母的参谋下，两个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丁点爱的感

觉的人，只是因为功利的原因走到了一起，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肯
定地说，这样的结合注定是不幸的。
有这样一例：一年轻人，不仅一表人才，而且很有才气，但由于偏

科，高考还是落了榜。不得不回到了贫穷的农村老家。为了出人头地，
一年后，他报名参了军。可他父母对他说，你是农村户口，几年后说不
定还得回来，那时年龄也大了，讨媳妇都难。于是，临走前两天，作为交
换条件，他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下，与当地一位素无来往、素不相识的
姑娘订了亲。时间一长，他才知道，那位姑娘也是因父命难违，被迫与
原男友分手而走进他的婚姻的。他和她就这样处在一种了无滋味的婚
姻中，虽然后来有了一双儿女，但家庭冷寂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改观。在
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命运不济，加上漫长的情感压
迫，他的灵魂开始扭曲了。终于有一天，他将一切都发泄在一向待他冷
漠的妻子身上，活活将她掐死了，同时条件反射般将一双儿女送到另
一个世界。这种被忽视了意愿，从一开始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婚姻，注
定会在双方或一方的冷漠和鄙夷中，发展到分崩离析甚至酿成祸端的
地步。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婚前完全不了解，经过婚后磨合而相爱

的。但这毕竟可遇不可求，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可以肯定地说，好的婚姻，是以爱为根基，相濡以沫的一种信守。

守得住生活的幸福，守得住人生的快乐，守得住生命的阳光，守得住尘
世的安宁。而无爱的婚姻或者说违背了初心的婚姻，是生命中永远无
法遏制的伤痛。若要孩子的婚姻生活多姿多彩，身为父母，就必须在适
当参谋的同时，尊重孩子的最终选择，避免他们走进无爱的婚姻。

“若要孩子的婚姻生活多姿多彩，身为父

母，就必须在适当参谋的同时，尊重孩子的最终

选择，避免他们走进无爱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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