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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不管怎么说都不肯
让我娶外地女孩的妈。”在蒋一鹏

（化名）的倾诉中，记者了解到了他
的基本情况。永康本地小伙，今年
32 岁，从事文化行业，有房有车，身
高长相都没问题，却迟迟未婚。蒋
一鹏认为，正是因为母亲太过“排
外”，以致给他的婚姻上了一道无形
的枷锁，而他努力挣脱许久，无果。

蒋一鹏的前几任女友都是永康
本地人，估计是家境优渥的缘故，多
多少少有一些“大小姐脾气”。他觉
得那些姑娘并非是适合过日子的
人，交往不久，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今年 4 月，蒋一鹏因工作原因意外
结识了一个在永康工作多年的东北
姑娘。接触下来，他觉得对方为人
大气、有包容心、做事踏实，还烧得
一手好菜。“现在会烧菜的年轻姑娘
真的很难得，我渐渐有了想跟她进

一步发展的想法。”
但就在此时，蒋一鹏的母亲跳

了出来，坚决要把儿子的想法扼杀
在摇篮里，她开始利用每一个机会
向他灌输：“外地女孩就盯着咱们本
地男孩呢！她嫁给本地人，才能在
这里站稳脚跟！你以为她真喜欢
你？”甚至还搬出了她从别人那儿听
到的例子——谁家的儿子，找了个
东北姑娘，结婚后，东北姑娘懒得
很，孩子、家务都不管。

本着孝心，蒋一鹏一次次默默
地承受，偶尔气不过，才会顶撞几
句。他觉得，长辈在子女的择偶上，
确实存在一些“偏见”，比如地域方
面。

既然不让娶外地女人，那就得
给儿子抓紧介绍本地女孩。“我妈一
有空就打电话来，催促我去相亲，见
那些她认为门当户对的女孩。”服软

之 余 ，蒋 一 鹏 仍 希 望 能 够 说 服 母
亲。最终，母子俩摊牌了。

在母亲看来，同等条件下，肯定
先挑本地的，儿子娶外地女孩，弊大
于利。第一，不知根不知底，又没地
儿去打听，怎么敢娶回家？其次，蒋
一鹏的女友在单亲家庭长大，目前
工作并不是很稳定，如果在永康安
家，她的妈妈势必也要从东北搬过
来。“我妈认为这样会拖累我们全
家，我以后的经济压力会很大。”第
三，母亲担心和外地姑娘结婚的后
续问题。不是同一个地方长大的，
风俗、习惯肯定有所不同，婆媳矛盾
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不管蒋一鹏如何劝
说，母亲的态度不曾有丝毫转变。
小伙子失望地说，母亲的确无私地
为他做了很多事，可是，母亲在这件
事上的行为，让他倍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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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坚持的“不嫁娶外地人”到底有
无必要？记者采访了一个嫁到外地的姑
娘。方方（化名）今年 33 岁，已是两个孩
子的妈妈。当初不听父母的劝告，硬是
要嫁到外地。这个所谓的外地，其实也
不是特别远，距离永康大约四五个小时
车程。

“结婚前，我认为就这么点距离，嫁
了也无所谓。结婚后，这个想法彻底改
变。”多年婚姻生活，让方方满是感慨。
嫁到外地，首要矛盾就是过年问题。无
论去男方家还是女方家过年，总会有一
方父母心里不舒服。方方和丈夫原想把
四个长辈聚在一起过年，其乐融融，但谁
也不想在过年去别地。于是，夫妻俩约
定，婚后第一年在婆家过，第二年回永康
过年，这样轮流着来。然而，又难免因为
突如其来的工作不得不误了归期。

在当地人眼里是外地人，在娘家人
眼里也成了外地人，这一直是方方心中
无法吐露的委屈。她告诉记者，自从嫁
人后，与娘家就疏远了，父母对她既有挂
念，也有埋怨。前段时间，她给家里妹妹
打 了 个 电 话 ，询 问 父 母 近 来 的 身 体 情
况。妹妹说两位老人的身体并不好，尤
其是她爸爸，前不久肠胃出问题刚进过
医院。

在妹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上了方
方的父母。说起隐瞒病情的事，父亲面
露难色：“怕她操心嘛，更何况说了也没
用，她平时忙，赶不回来的。”话语间，老
人并不掩饰父女之间难以化解的心结。

“当年她偏要嫁出去，我也管不了，就跟
养大的女儿被人牵走了一样。”老人连声
表示不求别的，只愿女儿在婆家不受气
就好。

“每听他们这样说，我就觉得自己这
女儿当得太不称职。”眼看着父母日渐衰
老，越来越需要陪伴，而自己却无法在身
旁尽孝，方方心中的遗憾越积越满⋯⋯

当记者聊起这一话题时，27 岁
的姑娘应晨（化名）急不可耐地诉起
苦来。她是家中的独生女，“上大学
时，父母就嘱托我，如果要在大学谈
恋爱，只能找永康本地的，不出省是
他们的底线。”虽然嘴上答应，她心
里却不服气：爱情靠的是感觉，哪能
限制地域？

一语成谶，应晨在大三那年真和
一位外省的男同学“来电”了。对方
家住隔壁省市。临近毕业，两人的关
系一直不错，甚至有了毕业后见家长
的打算。考虑到男友是外地的，应晨
特意多次向父母套话，结果父母态度
坚决，还是不同意她找外地男友。于
是，她索性就先隐瞒了这段恋情。

应晨在毕业后回到永康，家里帮
她安排了份临时工作，顺便准备教师
资格证考试。同时，父母还四处给她

张罗着相亲。被逼无奈，应晨只好说
出了大学男友的情况。“他们听完就
翻脸了，叫我立马分手，其他免谈。”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父母会时不
时向家中小辈打探，应晨和男友是否
已分手。而实际上，这段不被认可的
恋情又悄悄地延续了两年。可就在上
周，应晨与男友聊天时不小心被妈妈
发现了，一场家庭大战就势爆发。

应晨回忆，爸爸当场翻脸，“他说
不可能同意我嫁过去，如果我硬要
嫁，就断绝父女关系，再也不要踏进
自家的门。”妈妈看穿女儿的纠结，松
了口，表示可以勉强接受男方来永康
落户定居。

但应晨知道，这个抉择对于男友
而言可谓艰难，因为他也是家中独
子，目前在老家事业稳定收入不错，
更何况永康的房价比他老家更高。

“我爸妈应该是想通过他不肯来，而
达到让我们分手的目的。”应晨与男
友说明情况后，对方果然坦言暂时不
考虑离开家乡。

“我理解他的决定，可多年的感
情不可能说断就断了，究竟怎样才能
过我爸妈那一关呢？”说完，应晨叹了
口气，她知道父母正是为她着想，才
会这么生气。首先，应晨付出了两年
的努力，好不容易考出教师证。虽然
收入一般，但胜在工作稳定。“如果我
嫁过去，就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因
为跨省调动的难度太高，几乎不可能
实现。为了男友而放弃现有的事业，
他们觉得不值得。”在父母眼里，这段
异地的感情有着太多的未知。而在
本地，我起码能保证找个门当户对
的。而且，他们也能在孩子需要的时
候，给予及时的帮扶。

“父母的底线是不出省，我只好隐瞒多年的恋情”

香香姐有话说●

嫁出去的永康姑娘：
“我是个不称职的女儿”

□记者 马忆玲

上大学时，你的父
母是否千叮咛万嘱咐
过这句话：不要跟外省

同学谈恋爱，要找就找本地人。
我们印象中的永康父母，对

子女的婚姻似乎有着固执的“排
外”心理。儿女临近适婚年龄，先
收到的警告往往是——别找外地
人！一旦孩子有了嫁娶外地人的
想法，双方免不了大动干戈一场。

许多姑娘小伙不理解，父母
缘何如此在乎“本地”这一条件？
是怀有地域上的偏见吗？他们

“排外”行为的背后，究竟在预防
什么？

“我妈对东北姑娘有偏见，担心对方会拖累我家”

父母更希望子女在择偶上选择本地人，这只是偏见吗？我认为，更多的是经验。父母反对孩子与外地人结婚，实际上反

对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外地”这一背景下暗含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和问题。

比如，不能及时照料自己的父母。两个人结婚之后，肯定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不在本地，无法及时尽孝。尤

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到底回谁家过年过节，这是嫁娶外地人绕不开的问题。另外，如果你嫁到外地去，父母会担忧女儿在婆

媳关系和婚姻生活中处于弱势。你离自己的家人太远，即便遇到委屈事，也没办法找父母倾诉和解决。

而更关键的是，双方家庭无法互相帮扶。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两个家族人脉关系纽带的联结，以及两家各类

资源的共享与帮扶。父母对这点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宁可让孩子嫁娶一个“清白”人家的本地人，也不愿去高就外地的婚姻。

别跟外省同学谈恋爱，要找就找本地人⋯⋯

传言永城爹妈排外，谁知个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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