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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常熟“两头蹲”婚恋现象历史成因及未来发展的分析 
张景旖玥  郝宏莉  刘闻莺  刘雨含  刘文静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本文对常熟本地居民进行了细致走访调查，了解了多个家庭的结婚方式、习俗以及背后隐含的原因，并对这种婚恋习俗

的未来影响做了相关预测分析。调查数据直观反映了常熟市¡°¡±两头蹲¡°风俗的普及情况，并对婚恋习俗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常熟；¡°两头蹲¡±；婚俗；婚恋 

 

一.引言 

各地的民风民俗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常熟作为苏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百强县中的佼佼

者，研究其民风民俗——以婚恋现象为例形成的原因，有利于

更好地了解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对社会婚恋习俗的影响，具有巨

大的探究意义。为此，我们以常熟独特的婚嫁习俗——“两头

蹲”为例，展开了本次调查。 

二、国内外关于婚恋问题的研究 

国内外研究现状：目前中国国内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

除了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情况外。

¡°单身潮¡±似乎也在席卷各地。基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

念，婚恋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和两个家庭甚至家族，

以及当地的文化背景有观。武京京（2015）在《马克思恩格斯

婚恋观及其当代价值》指出，婚恋是我们人生的重要阶段,婚恋

观是人们对婚恋的观点或看法,是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侧

面体现。婚恋观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状态及表现。从不同

角度来看,研究婚恋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个人来看,婚恋观的

正确与否关乎着个人幸福;从社会和国家来看,社会的和谐与国

家的稳定发展需要人们去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从整个人类历史来

看,婚恋观中体现着¡°人¡±的需要,反映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概况。因此一个地方的婚恋习俗和文化，体现这一个地方的

历史文化渊源和经济实力。张瀛兮（2014）《从家庭伦理剧看当

代青年的婚恋伦理观嬗变》也谈到了婚姻家庭质量的重要性。

婚姻家庭质量是社会和谐文明的重要标识,是人们存在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源泉和显著表征。正确的婚恋伦理价值导向

对于公民在私人生活领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追求和创造和谐文明美好的幸福生活,都有着

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王慧文（2013）在《从历史到现实：我

国女性青年婚恋教育研究》也在丰富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历史

溯源提炼婚恋历史价值,结合女性婚恋教育现状调查分析,探究

适合当下教育情境和未来发展的婚恋教育策略,以期为婚恋教育

理论及其实践添砖加瓦。且自从 2015 年 10 全面放开的二胎政

策，对生育的带动已经过去。根据典型的人口预测模型 Leslie

模型：最快十年后，我国人口将呈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正

面临的另一个长期挑战是性别比例失衡。正常情况下，新出生

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是 1.02—1.07 之间。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不断上升，且在 1996 年之后的十年时间

里维持在 1.2 附近的高位，直到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之后，新出生

人口比例才迅速落回合理区间。面对此种严峻趋势，要想再次

享受人口红利，必须调整相关的生育政策，而婚恋现象作为与

之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 

国外方面，对婚恋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地热衷，蔡阳（2011）

在《从英语谚语看西方人的婚恋观》中就指出，西方人认为婚

姻命中注定有它的合理性。因为用任何其他的理由来解释姻缘

都难以让人信服。中国人也讲: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西方

人对于姻缘是很坦然的。并且西方人认为物质对婚姻很重要，

还从西方人认为夫妻可以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等当面讲述了西

方人对待婚姻的观点和态度。西方的婚礼习俗中的平等自由点

思想也同样对我们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研究过程 

利用互联网，结合纸质问卷，在常熟当地居民区，以及人

流量多多公共场所，如：公园、商场进行面访问。面访内容涉

及常熟市预备结婚的家庭，旨在了解他们的结婚形势、习俗。

分析现如今是否仍有大多数“两头蹲”婚礼的传统，以掌握整

个常熟市的整体情况。并将访谈记录整理归纳。 

问卷形式由单选题，多选题，开放形式回答题组成。根据

预备结婚的家庭设计问卷。该问卷分为 1 份，共 5 个问题。设

计问题逻辑强，具有关联性。 

其中，有关预设婚礼形式、双方家庭对礼金、婚后生活的

处理的问题有 2 个，有关实际操办婚礼形式及各方面习俗规定

有 3 个。 

第一步，与公园、商场的负责人取得积极联系，阐述研究

目的和询问对方意愿，征求同意后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以及实

地采访，以匿名方式回答问卷，绝对保护隐私。总共发放回收

问卷 500 张，有效问卷 478 张，满足统计要求。 

第二步，从公园、商场中选取人流量最多的虞山公园、捞

品城等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互动采访。 

第三步，利用电脑技术对有效问卷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

对采访中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书面记录和情况分析。 

四、研究成果 

根据走访结果显示，约八成的父母会选择两头蹲模式。所

谓“两头蹲”就是男女双方婚后在两家轮住，两边照顾；结婚

时，男方不置办礼金，女方也不置办嫁妆。其中选择“两头蹲”

模式的人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对这个选择很满意，可以方便照

顾 421 模式下，双方的父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夫妻双方

地位关系的平等。但是同样地，也会出现双方意见难以协调的

情况，诸如孩子和姓氏的选择。 

五、成因分析与趋势预测 

（一）成因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以后，

出现了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人们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也开始逐

步瓦解。女孩在家中同样被看重，是家族里延续香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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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达。常熟地区位于长三角周边，凭借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加之当地环境宜居，这使得很多

家长不希望孩子外出，更别提让女孩远嫁。三、传统文化观念。

这种不希望女孩远嫁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也还是体现了“父母在，

不远游”的传统思想。对孩子命名权的争夺也是传统观念，需

要“延续香火”的要求。 

（二）趋势预测 

如今国家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二孩

政策”已经颁布，“单身潮”问题日益严峻，各地仍然有诸多彩

礼嫁妆等争端。目前，此种婚恋模式只在常熟苏州附近等较为

普遍，是经济和思想文化较为发达地区所选择的一种普遍做法。

该种习俗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特色，更为将来其他经济发达

且男女平等思想盛行地区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但是，此种模式目前任然存在一些缺陷，诸如双方可能就

男孩或者女孩究竟和谁姓引发冲突；夫妻双方在两边父母的协

调上容易产生分歧；基于共赢模式下，男方对婚姻的认知概念

降低，对婚姻的责任认知可能下降；女方更加独立自由，双方

协商相关问题也更加容易引发矛盾。 

六、结论 

"两头蹲"这种特殊的婚居模式主要是受到常熟的经济实力

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男女家庭经济实力相当。

女方不再是“嫁”到男方家里，孩子的姓也不一定是随男方，

这体现了对女性地位的认可和尊重，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重

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但是也使得男女双方的感情充斥了一些

不稳定因素，具体表现为，夫妻双方财产若划分过于明确，则

容易影响夫妻关系；由于经济彼此平等，在孩子随谁姓这个问

题上也更加容易引发冲突。 

根据我们对这种婚恋模式的调查来看，此现象形成更多地

是基于常熟较为发达的经济条件，良好宜居的自然环境与独生

子女政策下，家长“延续香火”观念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解决了多数地区结婚时，男女双方在“彩礼”问题上的争端。

女方由于经济独立，也更加容易在家庭中获得较高的地位，是

新时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典型体现。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婚恋

模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男女平等思潮的体现，具有很大程

度上的借鉴意义。我们也大胆预测，随着女性收入地位的不断

提高，这种婚恋模式，有望在未来得到推广，或可成为解决婚

嫁问题的一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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