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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姓氏的重要程度远不及家庭的和睦和孩子的健康成长，如果因为孩子
的“冠姓权”而伤了感情，破坏家庭和谐，这是对爱的本末倒置。

对于“孩子跟谁姓”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

一些适婚年龄的朋友，让他们来谈谈对于此事

的看法。

“如果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

老一辈人可能会‘偏心’。”市民杨先生表示，一

些老人的思想比较陈旧，认为跟对方姓就是对

方的孩子，只有跟自己姓才是自己的孩子，于

是对待两个孩子的时候，就会偏袒偏心，不利

于家庭亲情关系。

“可能会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

市民章女士认为，孩子想问题比较单纯，如果

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那孩子就会觉得“随

姓”的一方会对自己更好，这就无形中把两个

孩子分到不同的“阵营”。再加上别人的议论

和对待，孩子敏感而幼小的心灵容易受伤，久

而久之，很有可能会影响孩子之间的手足之

情。

“两个小孩子不同姓的话，还容易受到外

界的猜忌。”市民王先生则表示，如今，孩子随

母姓的现象还不是很普遍，其他人听到两个孩

子的姓氏不同，难免会引起各种各样不必要的

猜测，会被认为是重组家庭或是父母感情不

好。如果父母不解释就会被人误会，解释又很

复杂。

反对者：二胎随母姓存在一些弊端，不利于家庭关系

“以后生了孩子，全都要跟我们姓⋯⋯”家庭聚会上，男友妈妈一句话引发矛盾——

因未来孩子“冠姓权”
谈了6年多的小情侣闹分手
有市民称“二胎随母姓存在弊端”

也有市民表示“老传统已经过时，为何不能随女方姓”，对此你怎么看？

□ 记者 麻东君

近日，杭州的“两头婚”冲上了热搜，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

不属于女招男入赘。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各自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

性”，通常各住各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

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

公外婆的叫法，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近几年，丽水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婚俗”，二胎跟女方姓。很多的 80
后、90 后都是独生子女，自己家的女儿出嫁后，按传统观念来讲，娘家就

成了“后继无人”的状态。现在放开二胎之后，很多宝妈以及外公外婆就

会提出二胎随母姓的想法，然而这样的想法却未必能得到男方的理解和

支持。

这不，最近丽水一对准备谈婚论嫁的情侣，就因为“未来孩子跟谁姓”

的问题在闹分手。

市民小蔓和小波是一对相恋多年的情侣，

两人都是 95 年出生，大学毕业后都在丽水工

作，随着工作稳定，双方家长开始张罗起两人

的婚事来，结果却在“未来孩子跟谁姓”的问题

上出了岔子。

“我和他是大学认识的，谈了 6 年多，感情

一直挺好的，没什么大风大浪。我脾气有的时

候比较急，他也能让着我，偶尔闹不愉快也会

主动哄我。”小蔓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了，自己

一直很爱小波，跟他在一起也觉得很安心。

大学毕业后，小波的家人催着他成婚。今

年 11 月的一天，小蔓去小波家吃饭，小波的妈

妈跟小蔓说：“既然你们都谈了这么久，也是冲

着结婚去的，那有些问题要说清楚，以后你们

生的孩子不可能跟女方姓（小蔓爸妈只有两个

女儿，之前小蔓曾和小波说过希望二胎跟其

姓），最好让你父母出来谈谈立个字据。”

小蔓顿时很生气，于是当场回复说：“如果

有二胎我也希望分给我一个，女孩跟我姓，男

孩跟你们，字据我妈是不会立的。”

小波的妈妈就很生气：“不管你们生几个

都得跟我们姓，跟你们姓，那岂不是要我小波

入赘。”最后小蔓很无奈地说：“就生一个，不管

男女跟你们姓。”小波妈妈说：“那万一呢？万

一生二胎呢，反正就是全跟我们姓，要是不行

你们也没必要处。”

“我很生气地哭着走了，觉得很伤人。”小

蔓告诉记者，事后她男友的立场一会在她这

边，一会在他妈妈那边，让他解决清楚这个问

题，他却一直在“打游击”。

小蔓说，为了“未来孩子跟谁姓”的事情，自

己和小波一直纠缠不清楚，想分手又觉得可惜，

不分手又觉得可气，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是好？

小情侣因“未来孩子跟谁姓”的问题闹分手

市民黄女士表示，“孩子跟男方姓”的所谓

“传统”，是因为古代男人养家，女人没有经济

能力，只能做男人的附庸，所以没有话语权。

而现在却不同了，女人也有事业有独立思想，

甚至赚钱能力不比男人差，为什么还要做男人

的附庸，自己承受生理痛苦生出来的孩子，又

为何不能随自己姓呢？

“不论姓什么，孩子终究是自己的！”市民

余女士说，孩子究竟是跟父亲姓还是跟母亲

姓，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

要紧事，跟母亲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姓氏无所谓，只要孩子开心快乐就好。”

市民梁先生则表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对姓

氏并没有老一辈看得那么重，个人感觉还是应

该多做做双方长辈的思想工作。姓氏的重要

程度远不及家庭的和睦和孩子的健康成长。

如果因为孩子的“冠姓权”而伤了感情，破坏家

庭和谐，这是对爱的本末倒置。

对于小蔓的苦恼，市民张女士也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她认为，如果和男友感情稳定，就

不要轻易谈分手。“生活的本质是让自己幸福

快乐，不要舍本求末，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张

女士建议小蔓和小波，可以再坐下来好好谈

谈，对于未来孩子的“冠姓权”，即便争赢了，但

是影响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和睦，大家别别扭扭

的，那可得不偿失。

支持者：男权社会定的“传统”，现在已经不同了

我要孩子
跟我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