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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昌 唐诗奕

12 月 22 日的晚报微信公众号推送了
《老二应不应该跟妈姓？丽水一对“准新
人”为这个吵翻了，你支持谁？》后，关于孩
子到底要不要跟“母姓”一时间成为了市民
的热门话题，绝大多数的网友都表示，孩子
究竟跟谁姓都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
家庭要和睦。

在晚报微信公众号上开展的一项关于
二胎宝宝随谁姓的调查中显示，有 24%的
调查者认为应该随母姓，18%的调查者认为
应该随父姓，57%的调查者认为随谁姓都
行。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孩子随父
姓并不一定就是绝对的事情，甚至很多人
都认同并且支持孩子随母姓。首先，古人
会传承着孩子随父姓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
在旧时代里女性需要依附着作为劳动主体
的男性才能维持生活，但现在随着时代的
进步，很多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完全能够
自食其力，谈恋爱与结婚无非是为了能够
与志同道合的异性更加幸福快乐地生活在
一起。女性在十月怀胎生下孩子成为母亲
后希望有一个跟自己姓的孩子本来也是一
个合理的要求。其次，对于一些是独生女
又或者是有两个女儿的老一辈人来说，有
个跟自己同姓的外孙还是外孙女会是一件
很高兴的事。所以，孩子跟随母亲姓已经
能被绝大多数的家庭所认同跟理解。

一些持反对意见的网友则提出了两个
孩子不同姓会存在的一些弊端跟问题，比
如在隔代教育中，面对两个同样是亲生孩
子的时候，爷爷奶奶往往会更加偏向于去
宠爱姓儿子这边姓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则
会造成亲手足之间存在着“争宠”的现象；
又比如旁人会对同一个家庭存在着两个不
同姓氏的孩子而浮想联翩、议论纷纷的情
况。但不管会出现什么，孩子作为父母爱
的结晶本就不应该承受因为姓氏而带来的
烦恼。

在关于孩子姓氏的问题上，夫妻双方
应该与自家的父母达成一致的认识，如果
存在着不接受、不赞同的做法，那么理应多
做做沟通工作，从而确保父母在对待两个
不同姓氏的孩子上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的
情况。同时，夫妻俩也应该用言传身教让
孩子从小就明白，姓氏只是一种符号，名字
只是一种称呼，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不会因
为符号跟称呼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

孩子不管跟谁姓
都是爱的结晶

□ 莲都 吕云兰

因为未来孩子的冠姓权，谈了 6
年多的小情侣闹分手。近日，处州晚
报开展讨论孩子的冠姓权，也就是说
二宝可不可以随母亲姓。姓氏问题的
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
碰到。我的一个朋友，她有两个孙子，
她也同意孙子随媳妇姓一个，但是她
的儿子执意不肯。随母亲姓一个，女
方父母带孩子也心甘情愿一点，朋友
的儿子反正不给女方姓，最后只是将
父母的姓都取作名字，这样解决。我
的亲家也是两个女儿，我的想法，跟随
媳妇姓一个也未尝不可，可是亲家可
能考虑到某些问题，说两个女儿嫁出
去，一个都不要跟他姓，像这样宽宏大
量的也确实难能可贵。

我们平时也经常会讨论姓氏这个
问题。我始终坚持：孩子的姓氏不过
是个符号而已，跟母亲姓完全可行。

首先国家的法律规定。我国法律
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
姓。公民理当遵守国家法律。再说孩

子既然是父母两人爱情的结晶，遗传
着父母的基因和血脉，怎么就不能随
母亲姓呢？

第二，文明社会要摒弃落后的封
建传统观念。姓氏一定要跟随父姓，
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
观念作祟，也是男女现实极度不平等
的突出表现。男方、男方家族，男权社
会不能仗着某些封建陋习而自私自
利，文明社会可以提倡随女方姓。

第三，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冠女
方姓也是合情合理的。独生子女时代
已经过去，现在放开二孩了，有两个小
孩了，给女方姓一个，这是比较和谐平
等的。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女子承
受生理上的痛苦而生出的孩子，不能
随女方姓，难道女子就只是生育的工
具，而没有冠姓权，这对女性公平吗？

综上所述，两个孩子男女双方各
姓一个应该是最佳的选择。社会是进
步的，婚姻生活和谐健康，家庭和睦向
上，家庭成员互相尊重理解，才是我们
所要追求的。

孩子跟谁姓之我见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本报报道，市民小蔓和小波是一
对相恋多年的情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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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到要分手。

孩子到底应该跟谁姓？这个问题
也在困扰着其他一些家庭。答案很简
单，跟父亲跟母亲都可以。

为什么？先看看“跟谁姓”的历史
变迁。据专家的说法，姓最早是随母
亲的，也就是在母系社会。“姓，从女
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都是由母
亲生下来的，也就是女性所生的。所
以，姓是母系社会得来的，这表示同出
一个母系氏族的血缘符号。随着时间
的推移，就到了父系社会，由于人口的
繁衍，使得原有的部落又分化出了若
干的新部落，而这些新的部落为了区
别于原有的部落，就在原有姓的后面
取了氏。战国以后，姓氏逐渐合一
了。进入父系社会，由男人来维护本
部落的安全与统治，就是男人说了算
的时代，自然就跟父亲姓了。简单说，
历史上，姓到底跟谁，是由特定社会形
态男女的地位决定的。到了今天，男
女是平等的，所以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当
然，随母姓还是随父姓，支持方和反对
方都可以提出一大堆理由，但不管如
何，法律是准绳，不能违法。

但法律说的是“可以”，所以就难
免产生“跟谁姓”的矛盾。关键是，家
庭内部面对“跟谁姓”的矛盾应该怎么

办？需要矛盾双方学会退让。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家庭

内部成员面对家庭矛盾，最好的解决
办法就是退让，别非把对方制服不罢
休。多退让，看似自己失去了一些东
西，但实际上，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
解，从而不至于使一家人反成了敌人，
弄得两败俱伤。家庭和谐了，得到的
东西才更多。至于面对“跟谁姓”矛盾
的解决，也是这个道理。“跟谁姓”就真
的这么重要？也不见得。退一退让一
让，想开了，也就好了，还是可以好好
过日子。

可是在小蔓的矛盾中，我们没有
看到退让。小波的妈妈坚持以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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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让小蔓父母
出来谈谈立个字据。“跟你们姓，那岂
不是要我小波入赘”。小蔓很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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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坚持自己
的立场，钻牛角尖，硬碰硬，当然矛盾
就不断激化了，小情侣闹到要分手也
就成了很难避免的事。实际上，跟谁
姓很重要也不那么重要，一切都是观
念在作祟，而观念这个东西是可以改
变的。如果双方都能退让一步，改变
改变观念，别把一个姓看得那么重，也
考虑考虑对方的需求，那么，就可以形
成折中的办法，也不至于闹到不可开
交的地步了。

学会退让，愿小蔓小波家的难题
不再成为更多家庭的难题。

从为孩子“跟谁姓”闹分手说起

核心观点

历史上，
姓到底跟谁，
是由特定社
会形态男女
的地位决定
的。到了今
天，男女是平
等的，我国法
律明确规定：
子女可以随
父姓，也可以
随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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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姻 生
活 和 谐 健
康 ，家 庭 和
睦 向 上 ，家
庭成员互相
尊 重 理 解 ，
才是我们所
要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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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百家争鸣，所有言论皆为一

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核心观点

姓氏只是一种符号，名字只是一种
称呼。孩子究竟跟谁姓都还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家庭要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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