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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怡與丈夫是自由戀愛，五
年前領了結婚證。「我老公是
江蘇農村地區的，經濟條件一
般，因此早在結婚之前，他家
裏就提議稱，你家只有女兒，
沒有兒子，不如我們採用『兩
頭婚』的形式，我不娶，你不
嫁，平等結婚。將來夫妻倆生
兩個孩子，第一個隨父姓，第
二個隨母姓，也好讓我家延續
香火。」
「雖然當時我對孩子跟誰姓

毫不介意，但聽他這麼說還是
非常感動。」在方怡看來，這
樣的提議充分說明丈夫能主動
站到女方家的立場考慮問題，
而且思想開明，不是那種古板
又專制的男性。「我爸媽原本
對婚事還有些疑慮，聽聞消
息，也喜笑顏開，立馬答應下
來。」
「既然說好是『兩頭婚』，

我爸媽自然不能像普通人的婚
姻一樣獅子大開口，幾乎沒要
什麼彩禮錢。此外，我們的婚
禮費用是AA的，婚房也是雙

方家裏各出了一部分首付，剩餘的我們
自己按揭還貸。」方怡坦言，這樣夫妻
平等、舉案齊眉的日子讓身邊的朋友頗
為羨慕，還紛紛表示要學我們「兩頭
婚」。
「尤其是生下第一個孩子後，老公對

寶寶十分上心，餵奶、洗澡、換尿布都
親力親為，完全不像有些男人，結完婚
就做『甩手掌櫃』。」也正因為如此，
方怡一年後又信心滿滿地生下了第二個
孩子。按照約定，第二個孩子跟方怡
姓。

老公對二胎「抱都懶得抱」
「沒想到，我老公對第二個孩子的態

度完全是180度大轉彎，不僅不肯支付
生產和坐月子的費用，甚至平時連『抱
都懶得抱一下』。」方怡苦笑道，兩個
孩子一起出門的時候，她老公總是將大
的抱在懷裏甚至騎在脖子上，小的哪怕
在嬰兒車裏聲嘶力竭地哭喊，都不能引
起父親的關愛。
由於方怡連着生了兩個孩子，不僅影

響了工作，身體也變得更為虛弱。「我
現在的收入不足之前的三分之一，所以
兩個孩子的日常開銷需要我老公多承
擔，然後他就會剋扣小的補貼大的——
奶粉吃國產的，衣服穿剩下的，玩具更
是不給買。我稍微跟他提一句要不給孩
子報個早教班，他就會白眼一翻說你家
的孩子你找你爸要錢去。」於是，方怡
回到娘家，向父親傳達了丈夫的意思。
沒想到，父親勃然大怒：「當我們是免
費代孕，還是送子觀音？」如今，方怡
兩頭為難，大嘆「後悔」，兩家關係更
因為不能對孩子一視同仁，而陷入到水
火不容的境地。

因迥異於傳統婚姻形
式，「兩頭婚」經媒體報
道後就引發熱議，贊成者
認為這種婚姻形式幾乎完
美地解決了「雙獨家庭」

的現實問題，減輕了雙方的經濟壓力和
思想壓力，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值得
倡導；而質疑者則認為，「兩頭婚」只
是少數特定家庭的需求，而且將給家庭
生活、孩子撫養等各方面帶來諸多「後
遺症」，因此不會走遠。

事實上，對這種民間自發形成的新的

婚姻形式，輿論既不用急着「捧殺」，
也無須急於「棒殺」，不妨靜觀其變，
畢竟「婚姻如鞋，冷暖自知」。更何
況，「兩頭婚」既不違背公序良俗，又
不違反法律法規，只要兩方家庭協商一
致、自主自願，就是一種合理的社會現
象。就算遇到一些波折，也是婚姻中常
見的問題，不必都套到「兩頭婚」頭上
去。

「兩頭婚」宜守住兩原則
一方面，這種俗稱「不來不去」、

「不嫁不娶」、「兩家拼拼」的結婚形
式，讓男方不再需要支付彩禮，女方也
不必送上嫁妝，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雙方
家庭的負擔。另一方面，相比於嫁女兒
或者男子入贅，雙方均沒有嫁娶之意，
且都有隨自己姓氏的孩子，滿足了長輩
們擁有「孫子」的需求。

當然，由於夫妻雙方對原生家庭仍有
依賴，而子女又是隨一方姓，這幾乎難
以避免雙方家庭「厚此薄彼」，一旦形
成惡性循環，「兩頭婚」很容易變成兩
頭不討好。本來是要協調雙方的，構建

對等、和諧的婚姻，如果反倒弄得雞飛
狗跳，這就得不償失了。

所以，嘗試「兩頭婚」的家庭，恐怕
要守住兩個原則。一是婚前「醜話說前
頭」，例如涉及財產支配、子女撫養教
育等問題，要在婚前敞開心扉談，雙方
協商一致，達成共識；二是婚後「有話
好好說」，既然組成了家庭，又有照顧
好雙方父母的意願，就要不忘初心，遇
到問題解決問題，不能解決的互相諒
解，而不要碰到問題就撂挑子、推卸責
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小陳是浙江湖州
人，他與妻子麗

麗就是所謂的「兩頭
婚」。「我們倆都是在
杭州打拚的外地人，戀愛
的時候妻子家裏就提出了這
種形式。」小陳說，麗麗是浙
江嘉興人，是家裏的獨女。「我
跟她戀愛兩年後，第一次登門拜訪
時，她的父親就向我表達了希望我們
『兩頭婚』的想法。」

父憂獨女出嫁後後繼無人
「麗麗父親說，他只有麗麗一個女兒，不希望

女兒出嫁後吃苦，所以如果我倆在杭州成家立
業，他可以在婚房的首付上出資一半，今後如果
我們有什麼經濟上的困難他也可以幫補。」小陳
坦言他聽到這段話後鬆了一口氣，畢竟杭州的房
價不便宜，一套90平方米的學區房至少要五六百
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她家裏願意出一
半的首付，我家的負擔就沒那麼重了。」
緊接着，麗麗父親話鋒一轉，提出了希望小夫

妻婚後能生二胎、且第二胎隨母姓的要求。「因為
麗麗是獨女，他的父親希望他家的姓氏不要在女兒
這一代就斷了根，想借此延續香火，也能讓他享受
當爺爺的天倫之樂。」為了打消小陳的顧慮，麗麗
的父親表示，二胎的費用和養育可以由女方主要負
責，看小夫妻的需求，出錢出力都可以。
小陳回家與自己的父母商量後，同意了女方家

的要求。「一方面是覺得這麼做可以減輕我們在
杭州的購房和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這
種『兩家併一家』的形式，使兩個家庭都增加了
家庭成員，讓結婚這件事『喜上加喜』，無論是
小家庭還是大家庭都可以更加其樂融融。」

始於江浙農村漸蔓延市郊
據了解，像小陳這樣選擇「兩頭婚」的在江浙

農村還真不少，一般情況下女方家為獨生女，且
經濟條件與男方相當、甚至比男方家更好。
「『兩頭婚』剛開始主要出現在杭嘉湖的農村地
區，隨着城市化進程也逐漸蔓延至杭州市周邊的
九堡、臨平、余杭一帶，多為村轉社區的地
方。」浙江順博律師事務所律師杜鵬認為，「兩
頭婚」是獨生子女家庭的正常需求。

減少彩禮和嫁妝壓力
在杜鵬看來，「兩頭婚」是「招上門女婿」的

更優解。「我們這裏有一句俗話叫『招女婿招女
婿，最後招了一個懶惰女婿』。」杜鵬解釋說，以
往招上門的女婿會存在這樣的心理——反正孩子
不跟我姓，這個家也沒有我的份，我到這裏只不過
是完成生殖繁衍任務而已。「在這種心態下，久而
久之，上門女婿對家庭的責任感越來越淡薄。」
此外，由於「兩頭婚」中的雙方不存在「嫁

娶」，自然也減少了彩禮和嫁妝的壓力。一份網
絡上流傳的「中國彩禮禮金地圖」顯示，浙江以

18.8萬元一騎絕塵，在中國各省市中排名第一。
「如果是女方家招女婿，則是由女方出這筆費
用，因此也會被詬病為『買兒子』。而夫妻將婚
姻和感情建立在經濟基礎上，也容易造成家庭關
係的不穩固。」

兩家「搭夥過日子」難獨立
除了「二胎跟母姓」，「兩頭婚」家庭還有一

個顯著特點——夫妻二人均未完全從各自的原生
家庭中獨立出來，婚後仍與一方父母長期共同生
活，或者雙方父母輪流到小夫妻的家庭中幫襯，
有一種「搭夥過日子」的既視感。
「『兩家拼拼』的主要原因是現代工作和生活

節奏過快，很多小夫妻自顧不暇，根本沒有時間
照顧子女，再加上目前保姆行業的不成熟，他們
只能依靠父母。」浙江諾力亞律師事務所副主
任、省律協婚姻與家庭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楊慧麗
從事家事領域研究已有14年之久，幾年前她就開
始關注「兩頭婚」。
「與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雖好，但『兩

頭婚』家庭的獨立性會弱，小家庭的完整性必定
會受到影響，年輕夫妻的親密度也會受到影
響。」楊慧麗說，「而且現實中我們接觸到的案
例，『兩頭婚』家庭會因為誰家都不能少、不能
輸，從而發生爭執。比如有的男方不願多在女方
家住，怕住得時間多一點會有入贅之嫌。」

男不「婚」、女不「嫁」，二胎跟着女方姓，婚後輪流回各家……這是近年來在中國江浙一帶悄然興

起的一種新的婚姻形式——「兩頭婚」，這種婚姻既不屬於男娶女嫁，也不屬於女招男入贅，小夫妻成

家後依舊與雙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兩頭婚」被媒體報道後迅速衝上微博熱搜，贊成者認為

其「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反對者則表示其「破壞了家庭的和睦和完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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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捧殺」不「棒殺」自主自願最重要

「『兩頭婚』主要出現在太湖平原
的江南吳地農村，以蘇州為中心，在
蘇州、無錫全境，湖州東部，嘉興全
境，杭州東北部，上海郊區最為顯
著。最早是農村習俗，後來逐漸蔓延
到城市。」民俗專家、江南陸家茶館
創始人陸土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兩頭婚」也叫兩頭跑、兩頭蹲、兩
頭掛等。「傳統上夫家開門就是迎
娶，所以兩頭開門其實就是不嫁不
娶，也可以理解成互相嫁娶。」
「因為是為了延續女方父親姓氏，

所以『兩頭婚』一般是女方父母提出
的。同時，這些家庭往往經濟狀況較

好，但還達不到豪富，不能闊氣招
婿，因此提出兩頭，是一種折中辦
法。而男方家庭同意兩頭，主要是想
找條件不錯的女方，但一般這種情況
很難走傳統嫁娶，因為傳統嫁娶總是
男高女低的。所以對於男方家庭而
言，兩頭也是一種折中。」

獨生子女政策醞釀「兩頭婚」
在陸土根看來，獨生子女政策是

「兩頭婚」的主要成因。「1978年後
的計劃生育政策，蘇南浙北地區嚴格
執行。到了2000年前後，這些人進入
婚嫁年紀，同時國家出台針對『雙獨

夫妻』（雙方均為各自家庭的獨生子
女）以及後來的『單獨夫妻』的二胎
放開政策，就有了一孩跟着一家姓的
合法操作空間。」

農村興起與社保不健全有關
之所以「兩頭婚」率先發生在農村

地區，跟農村的社會保障不健全也有
一定的關聯。「農村因為計劃經濟時
代的二元結構，養老、住房保障是缺
失的，所以延續了夫家彩禮（彌補對
方養育女兒的費用）+夫家建房+照顧
公婆（需要兒子養老，與兒子媳婦住
在一起）的傳統婚嫁形式。這也是農

村傳統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
水』，一定要生兒子才有保障的原
因。」陸土根說。
如今，隨着太湖平原地區民營經濟

的興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升，
再加上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社會地
位的提高，「兩頭婚」成為越來越多
年輕家庭的婚姻新選擇。「在人格健
全的小家庭裏，事實上姓氏並不重
要，只是一個代號而已。『兩頭婚』
能體現夫妻雙方自由平等的結合，因
此切忌斤斤計較，把相互幫襯過成了
徹底的AA制生活——你養你娃，我養
我娃。」

斤斤計較誰也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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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頭婚」成為越來越多年輕家庭的婚姻新選
擇。 資料圖片

■對於「兩頭婚」這種新的婚姻形式，不妨靜觀
其變，畢竟「婚姻如鞋，冷暖自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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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的興起的「「兩頭兩頭
婚婚」」引起了媒體廣引起了媒體廣

泛關注和熱議泛關注和熱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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