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民政部网站公布的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引发广泛关注。其一大
亮点，是在登记程序上作了较大
修改：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
登记都不再需要户口簿，同时也
取消了地域限制。 消息一出，旋
即登顶热搜榜。

围绕“结婚登记需要户口
簿”的争议由来已久。 随着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人户分离现象较
为普遍，长期外出工作、生活、学
习的群众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
记，不仅耗费时间、精力和财力，
也带来很多不方便。

此外， 还有结婚自由之争。
去年 7月， 有网民留言表示，现
在婚姻登记必须提供户口簿不
合理，很多年轻人往往因为父母
粗暴干涉而拿不到户口簿，这与
宪法规定的“结婚自由”原则相
违背，建议修订此规定。 此类情
节在家庭剧中很常见，却未必是
事实的全部。 婚姻自由，指的是
自主自愿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利。
而要求提供户口簿的政策出发
点，是为了明确婚姻登记的管辖
权， 防止重婚等问题的出现，保

护婚姻当事人的权益———重婚、
骗婚等行为不仅伤害婚姻自由，
也涉嫌违法犯罪。

结合实际来看， 提供户口簿
并非绝对条件。2004年出台的《关
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
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当事人无
法出具居民户口簿的， 婚姻登记
机关可凭公安部门或有关户籍管
理机构出具的加盖印章的户籍证
明办理婚姻登记。 广东政务服务
网显示，在办理情形中，也列明了
“因家庭矛盾等原因无法取得居
民户口簿”等项目，申请人需要提
供申办报告（陈述事由）和居民身
份证。 不过，民政部也答复称，将
关注网民的建议。如今，草案就此
作出重大调整， 正是顺应了个中
期待。

事实上， 这也是一个不断完
善的过程。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
起， 民政部就在部分省份部署开
展了内地居民结婚和离婚登记
“跨省通办”试点。 相关负
责人表示，“跨省通办”实
施以来， 打破了长期存在
的地域和部门间的政务数
据共享壁垒， 实现了婚姻

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全国联网审查，
畅通了涉婚姻信息流动，推动了电
子政务服务创新。 就技术层面而
言，身份证和户口簿能否具有同等
效力， 关键就在于此。“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一定程度上，类
似探索为“全国通办”积累了经验，
也为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创造了
条件。 眼下，草案正处于征求意见
阶段，相关部门不妨充分吸纳各方
声音让这项改革更好地落到实处。

从 20年前的《婚姻登记条例》
取消单位开具婚姻状况证明的一
贯要求，到修订草案提出结婚和离
婚登记都不再需要户口簿，可见随
着社会和观念的进步，婚姻越来越
变成个人化的选择。用社会学的术
语说，这是一种“脱嵌”：一边“为自
己而活”，一边“为自己负责”。 作为
一项人生大事， 婚姻的复杂性在
于，涉及个人权益、财产分割等多
重议题， 尽管有制度兜底保障，也
始终需要慎重对待。 ①2

结婚登记与户口簿
□钟颐

南都论坛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生活不是高速公路， 哪来的一路畅
通。 这一个转角，即使没有遇到谁，至少可
以遇到焕然一新的自已。

●好多时候， 睡眠往往是离梦想最近
的地方。

●在生命中，再无聊的时光，也是限量
版的。

●所谓激情就是：单人床睡两个人；所
谓孤独就是：双人床一个人睡。

●像穷人一样讲价，像绅士一样付账。
●我 5 分钟后到，如果没到，请再读

一遍此短信。
●我这心碎得，捧起来跟饺子馅似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如我们去打的。
●混社会是个体力活儿， 讲究四门功

课：闪、转、腾、挪。
●真正的勇敢不是击败一切困难，而

是不被一切困难击败。
●人生是一场路过，也是一场超脱；人

生是一场拥有，也是一场放手。
●快乐的秘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追

逐美好的未来，忘记遗憾的过往。
●幸福的人， 随时都在计算自己有多

少幸福；不幸福的人，随时都在计算自己有
多少痛苦。

●不说人短，不思人过，不念人恶，不
扬人错。

●观念比能力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
选择比努力重要，感知比告知重要。

●勉强终归不能如意， 强求势必不会
甜蜜，我们只需做好自己，努力无悔，尽心
无憾。

●酒，少喝是享受，大喝会难受，再喝
会出丑；气，小气是脾气，大气伤和气，再气
伤元气。

●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
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

●生活告诉我们该长大懂事了， 梦想
告诉我们该像个孩子一样思考。

●其实，回忆并不忧伤，只是我们花了
太多时间去感慨失去， 却往往忽略了成长
的美好。

●我们用一半的时间来说服别人，用
另一半的时间来说服自己，前者通常叫“沟
通”，后者通常叫“修养”。

●情商发明出来，都是给智商低的
人当借口用的。

●衰老不仅仅是个形容词， 更是一个
事实。

●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
重应该很轻吧？

●我觉得全世界的熊全都一个熊样。
●我们每一天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做着艰难的选择，生命不息，选择不止。
●如果说很多事先天注定，那是“命”；

然而，你可以决定如何面对，那就是“运”。
●送牛奶的人比喝牛奶的人身体棒。
●腾不出时同来休假， 迟早会腾出时

间来生病。
●感觉自己幸福的人，是真幸福；感觉

自己聪明的人，是真愚蠢。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8 月 17 日，一则影院顾客
投诉电影《异形：夺命舰》的话
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
议。 据了解，8 月 16 日，一位顾
客带 8 岁的孩子观看《异形：夺
命舰》，放映中途，孩子表示不
适、害怕。家长谴责影院放映儿
童不能观看的影片，要求退票、
赔偿， 并承担孩子到医院检查
的费用。

《异形》系列是好莱坞经典
科幻惊悚片， 其恐怖元素和暴
力场面显然是针对成人观众设
计的。这类影片以刺激的情节、
震撼的效果和深刻的主题，在
全球拥有大批忠实观众。但是，
对于承受力较弱的观众， 尤其
是低龄未成年人而言， 过于血
腥的画面的确会引起紧张、不
安、恐惧等负面情绪，影响身心
健康。所以，带孩子观看这样的
电影，本身就挺不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在北
美同步上映， 属于 R 级片，17
岁以下未成年人必须由父母
或者监护人陪伴才能观看。 国
内上映一刀未剪，对影迷来说

可谓难得的观影体验， 所以很
多网友对于家长不了解情况就
带孩子观影、 看完后又要投诉
的行为十分反感， 生怕因为这
样导致影片被下架或是删减，
让大家只能看“儿童尺度”的电
影。 一位网友在猫眼 App 提问：
“8 岁小朋友适合看吗？”引来近
700 位网友焦急作答，纷纷表示
“千万不要”。

客观而言， 该片出品方 20
世纪影业多次在其官方微博提
醒“未成年观众谨慎选择观影”，
影片海报上也同样提醒“未成年
观众谨慎选择观看”， 而且随便
在网上搜一下该系列的影评，都
应该知道这部电影是什么风格，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硬要带孩
子观看，难免给人“没事找事”的
感觉。这种行为对孩子的身心健
康极不负责，没有尽到应有的监
护职责，同时不利于形成文明和
谐的观影氛围，容易引发观众之
间的争吵和冲突。

近年来，家长认为影视剧内
容不适宜儿童观看而投诉的事
件，在网络上屡见不鲜。 电影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其表达
方式和内容多种多样，也
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和情感渲染力，必然存在
一定的观看门槛。我们必

须直面一个现实———世界上肯定
会有、 也应该有只适合成年人观
看的电影。因此，带孩子观看电影
时，家长更应谨慎行事，充分了解
影片内容， 确保所选影片适合孩
子的年龄和心理承受能力。

同时，影院作为电影放映的
公共场所，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
责任。 虽然《异形：夺命舰》等影
片在宣传中明确标注了观看提
示，影院仍有责任进一步加强对
观众的引导与提醒。 例如，在售
票时主动询问观众是否有儿童
同行，并根据影片类型给予相应
的观影建议；放映前播放简短的
观影指南，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
影片内容及其适宜观看群体等。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升观众
的观影体验，更能有效避免不必
要的纠纷与投诉。

这一事件再度引发网友关于
电影分级的热烈讨论。 尽管我国
尚未实行严格的电影分级制度，
但这一话题的提出无疑是对当前
电影市场管理的一种鞭策与期
待。至少，在明显不适宜未成年人
等群体观看的电影热映期间，各
方都应加强管理与引导， 为观众
提供更加贴心、周到、个性化的服
务，营造各取所需、各得其乐的观
影环境，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多元
发展。 ①2

再说“电影分级”
□屈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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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告
诫广大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