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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贾富彬

婚姻关乎人生幸福，关乎传宗接
代，说起来对每一个人都不是小事，但
真正做起来，城里人不如农村人重视隆
重，隆重到用“隆重”两个字不足以表达
其重视程度。在城市，不论是自由恋爱
还是别人介绍，都缺乏仪式感，唯一有
仪式的婚礼，还搞得一半西式，一半中
式，不中不洋，一点没有地方特色。农
村从相亲、定亲，一直到结婚生子，每个
环节内容都丰富多彩，有很强的仪式
感，每一步都当成人生大事来办。

菏泽单县农村把介绍对象叫“说
媳妇”，负责说媳妇的人叫媒人（读
menzhen，音同门阵）。根据单县风俗，
媳妇说成后，男方要给媒人买鲤鱼吃，
所以在生活困难平时少见荤菜的年月，
媒人是很吃香的一个兼职，很多农村妇
女，主要是中老年妇女积极性很高，不
管小伙子与大姑娘是不是般配就忙着
牵线介绍。当然也有个别男人抵御不
了鲤鱼的诱惑，偶尔当媒人说媳妇的。
说媳妇仅有热情还远远不够，鲤鱼不是
谁想吃就能吃上的，能不能说成功关键
看嘴上功夫硬不硬。单凭一张嘴，把相
隔几里、几十里素不相识的两个男女撮
合到一个锅里摸勺子、一个被窝里生孩
子，没有一定水平是办不了的。我家邻
居王大娘给人说媳妇成功率极高，可以
说是十拿九稳，我从小听她说的最自信
的一句话就是“男方一家，女方一家，加
上我共三家，三家有两家同意了，这亲
事准成”。初中时读了《水浒传》，感觉
王干娘比王大娘水平差远了，王大娘说
合成十几对都很幸福，王干娘只撮合了
一对还出了三条人命。

说媳妇主要是做女方的思想工
作，因为多数农村男青年不是很挑剔，
只要女方长相过得去、会操持家务会
干农活、会生孩子就行，所以主动去请
媒人的一般是男方，个别条件好的男
青年例外。我上高三时，二姨不要我
家鲤鱼非要给我介绍一个万元户的闺
女，说小闺女儿模样俊俏、温柔贤惠，
主要看中我父亲是村干部且门风口碑
不错、我是高中生还有可能是大学生
才同意介绍的。当时一毛钱可以买两
个羊肉煎包，我家一百块钱的现金都
拿不出来，父亲和我都很心动，但母亲
坚决不同意，让我专心考大学，父亲、
二姨和我都拿母亲没有办法。看看如
今“万元户”家家都是，啥也不算，不能
不说当年母亲非常有远见。

一向信心满满的二姨给我说媳妇
受挫感觉很没有面子，一直耿耿于怀，
我上大学那年，二姨给我二弟介绍她邻
村的一个姑娘，二弟文化低，性格比我
还内向，二姨没有给她介绍万元户的闺
女，而是降了一档介绍。女方打听我家
情况时根本不关心我家的门风口碑，听
说二弟太老实，怕受邻居欺负，明确表
示不同意。二姨跑了女方家好几次，说
二弟如何能干、如何忠厚，均不见效。
二姨懂得扬长避短，就换了个角度说：

“富刚的大哥（指我）现在武汉上大学学
习法律，毕业后到单县公安局工作，以
后过日子哪个敢欺负咱家闺女？”女方
家长还在犹豫，姑娘马上同意了，当年
就和二弟结了婚。

二姨感觉这一次说媳妇成功，还没

有完全挽回给我介绍失败的面子，到我
参加工作两年的时候，她又主动给我三
弟介绍她邻居家的姑娘。女方家长打听
我家情况时也是不关心门风口碑，一听
说我父亲偏瘫在床，其他情况就不打听
了。二姨总结了给二弟介绍的成功经
验，直接对女方父母说：“富常的大哥（指
我）在济南公安局（实际是检察院）工作，
管着全省的公安局，老人看病吃药的钱
他都包了，富常挣的钱不用给家里。”哄
得女方全家人同意了。二弟三弟结婚后
生活都很幸福。过了几年，县里规划新
城，我们王土城村划归开发区，全村人都
成了城里人，不用种地受累了。又过了
几年，拆村建“湖西印象”小区，村里每家
分两三套房子，市值一百多万元，感觉生
活更幸福了，两个弟妹都庆幸自己当初
听了二姨的话。这么多年来，每年春节
走亲戚，一直给二姨备一份礼品。

像上面这样除了听媒人介绍，还通
过亲戚朋友多方“刺探”对方（主要是女
方打听男方）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因为
说媳妇主要靠媒人的一张嘴，而媒人为
了提高成功率，显示自己的能力水平，
有时介绍情况免不了造假掺水分，这也
可以看出女方家人对婚姻大事多么重
视。我读大学期间，收到高中同学瑞兵
的信，说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叫爱
华，跟我村李老师是亲戚，请我谈谈爱
华的情况。每年春节爱华到李老师家
走亲戚，我见过几次，详细情况并不了
解，就如实给瑞兵写信说我对爱华不很
了解，并建议他婚姻大事一定要慎重，
不可操之过急。信还没有发走，又收到
爱华的信，她说亲戚给她介绍了瑞兵，
听说瑞兵跟我是同学，请我介绍一下情
况。看着两封信我心里暗乐，吃柿子拣
熟的捏，先给爱华回信，说瑞兵身体强
壮、正直善良、好学上进、幽默豪爽、乐
于助人、品德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忠
于革命忠于党，实属不可多得。再把先
前给瑞兵的信撕掉重写，因为当时对爱
华了解确实不多，现翻的词典，说她端
庄贤淑、秀外慧中、善解人意、温柔恬
静、朴实能干、尊老爱幼、五讲四美三热
爱、两个文明一起抓，真是世间难寻。
两个人都信任我，这婚事就成了。结婚
后他们两口子到菏泽做生意，把家安在
了牡丹区，后来我每次去菏泽他们家，爱
华都高兴地给我做鲤鱼吃，瑞兵边陪我
吃鲤鱼喝酒边“埋怨”我当初提供情况不
准，本以为爱华只抓两个文明，没想到刚
结婚就把家里财政大权抓起来了。

农村也有自由恋爱的。两个人通
过某种机缘认识了，交往一段时间感觉
对方就是自己的另一半，跟各自家长汇
报后，一般也要男方找个亲友作为媒
人，象征性地去女方家提亲。我村里有
个邻居，上初中时与班里女同学早恋，
初三时女同学怀孕了，双方家长一致认
为让他们结婚比继续上学重要，就托了
一个邻居当媒人去女方家里跑了一趟，
两个人都17岁，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不
能领结婚证，就按照农村风俗先举办了
婚礼，不到18岁就生下了儿子。等儿子
读初三的时候又和女同学恋爱，喜剧重
演，除了男女演员不一样，其他情节完
全一样，创造了全村 35 岁当爷爷的纪
录，这么多年过去始终没有被打破。

说媳妇

城里人相亲比较简单，两个年轻
人交往谈恋爱，感情好到想穿一条裤
子也不嫌难受的程度，才开始见双方
家长。一般是男的先到女方家，小伙
子这天表现特别好，尽量不让未来的
岳父母挑出毛病来，女方父母一般都
会尊重女儿的选择。过几天，姑娘到
男方家表现更好，好得让未来的公婆
觉得这儿媳妇打着灯笼都难找，只是
怀疑她是不是眼神不太好，自己的儿
子那么多缺点毛病，这姑娘怎么就看
上了。总之，在城里相亲，双方父母的
意见就像单位的分管领导，等部下把
工作干完了，象征性地把把关、签个
字，走个程序而已。

在农村相亲与城里完全不同，家
长的意见是主要的。媒人提亲之后，
男女见面之前，先要双方家长特别是
女方家长同意，就像从甲单位往乙单
位调动工作一样，需要征得双方领导
批准，一方同意接收，一方同意放人。
如果原单位领导不放人，基本调动不
成。男方家庭把关相对宽松一些，因
为家庭“编制”未满，像传宗接代这类
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急缺人才。

女方家长都担心自己女儿嫁过去
受苦受罪不幸福，对男方的考察内容
繁多，程序复杂。相亲的第一步是相
男方的家庭，这个环节姑娘和父母都
不出面，媒人领着由姑娘的嫂子或者
堂嫂子等二至三人组成的考察团到男
方家，看看房子盖得大不大，跟不跟形
势，家中布置阔不阔，近几年离城里近
的还要看有没有在城里买房子；早些
年要看家里粮缸多不多、满不满，近些
年开始看家里是摩托车还是汽车，问
种地一年卖多少钱，打工一年挣多少
钱。经过多方面考察、综合评判，认为
男方家庭还算富裕，闺女嫁过来不至
于吃不饱穿不暖，才进入相亲的第二
关——相人。

农村男青年被相看，没有城里的男
青年轻松运气——成不成的先混顿饭
吃——是很难熬的一关。我三弟相亲
是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三，我回老家过
年，跟着参加了。父亲当时已经生病偏
瘫，不能亲自挂帅出征，但他思路清晰，
唯恐因为自己的病情耽误了三儿的婚
事，躺在床上一遍遍作战前动员：“富常
去了之后要见机行事，人家女的若愿
意，咱就愿意；人家女的若不愿意，说啥
你也不能愿意。”母亲挂帅，婶子、我、两
个堂弟媳妇陪着三弟出征，母亲特意安
排我穿上检察制服、戴上有国徽的大盖
帽以壮声威。相亲战场摆在山东定陶
到安徽砀山的公路边，我方在公路北，
对方六七个女人在公路南，二姨是媒
人，来回跑当联络员。

二姨领着三弟到了女方阵营，让
几个妇女从头到脚相看，身材高不高、
脸盘帅不帅、皮肤黑不黑，问几个问题
考察说话大方不大方，成语“评头论
足”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过了女方
几个嫂子这一关，才能让弟弟和姑娘

“见面”。弟弟壮着胆子迎上前去，明
显底气不足。两人去了公路边的一个
打麦场，双方家人都盯着看，因为距离
有一二百米，听不到二人说什么。过
了十多分钟，各自回营报告。如果彼

此相不中，或者一方相不中，相亲就到
此结束。三弟和姑娘彼此第一印象都
不错，就进入到下一个程序——“谈
话”。两人又去了打麦场，这次双方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共谈了半个多
小时。因三弟对谈话内容保密，至今
不知道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谈了些
什么。“谈话”之后，进入相亲的最关键
环节——给见面礼。二姨问清女方对
这门亲事认可后，领着姑娘一个人来
到我方，向姑娘介绍这是谁、那是谁，
姑娘叫一声，被叫的人就要给她见面
礼，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母亲给了她八
百元，三弟给了六百元，我给了二百
元，婶子和两个堂弟媳妇各给了一百
元。收下见面礼后，这门亲事就成了
八九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相亲，三
弟出了好几次汗，我冻麻了一双脚。

上面是二十多年前单县农村的行
情，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彩礼也越来越
高，慢慢地有了“千里挑一”（1001元）

“万里挑一”（10001 元）。近几年菏泽
多个县彩礼有了“万紫千红一片绿”的

“新风尚”，即一万张 5 元的，一千张
100元的，加上一些50元的，总计18.8
万元。还有的不要钱，要“一动不动”，

“动”指汽车，“不动”指房子，多指在城
里买的房子，离县城远的，也有要求在
镇上买的，所以单县的房地产市场行
情这么多年一直比较好。我回家时听
说后，对女方要这么高的彩礼感觉不
可思议，尽管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比以
前有钱了，也不应该要这么多。跟家
里人一打听，原来不论要18万8还是8
万8，男方送彩礼的时候，女方当场会返
回来一半，另一半等到结婚时再带回男
方家，彩礼给得高，不过是让女方在街
坊邻居问起来的时候，说起来有面子。

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相亲也有
男的不想给彩礼的。我高中同学瑞兵
和爱华相亲见面后说：“我第一次见
你，给你见面礼，你也是第一次见我，
为啥不给我见面礼？”爱华说：“事儿不
大，你看着办吧。”瑞兵说：“我给你彩
礼，你好意思要呗？”爱华说：“你好意
思给，我就好意思要。”瑞兵想了想就
把身上带的钱一分不剩地全部给了爱
华——财政大权从这个时候就已经移
交了。

尽管相亲很仔细，也免不了有看
走眼的时候。二弟相亲时我正在上大
学，没有跟着助阵。二弟结婚后，全家
人一起吃饭时听二弟媳妇说了一个情
节：相亲见面时她发现富刚的手指甲
很短很干净，断定富刚平时很讲卫生，
很有品位，因为多数农村男青年平时
不注意剪指甲，指甲比较长，干农活时
进了泥洗不干净看上去会有些黑，所
以在她的嫂子们对富刚七嘴八舌议论
纷纷的时候她首先拿定了主意。母亲
说平时也没有注意过富刚的指甲，相
亲的前一天她突然看见富刚指甲太
长，就让他剪剪指甲洗洗手。这个情
况对我启发很大，让我在后来的工作
中受益也很多，细节决定成败，细节真
是无处不在、无事不在、无时不在。

二弟在旁边听了没有作声，从那
以后，他在家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做的
一件事，就是剪指甲。

相 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