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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闵娜 朱可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半个世纪后回首自己高考数学不及格

的往事，朱玉贤毫不避讳：“当年我的确

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钻研数学，但最后

的成绩还是不理想”。

在这位而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

植物生理学家看来，偏科的学生也有成为

“大家”的潜力，因为他们总会对自己所

偏之科有所爱，而在任何一个领域，“没

有热爱，你就永远无法成功”。

出生在浙江富阳的小山沟里，凭借着

努力与坚持，这位务过农、当过兵的山里

娃，成为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

留学归来后，经过 10 多年的艰苦实

验，朱玉贤成功将我国棉花纤维长度提升

了 0.3厘米。短短的 0.3厘米，不仅让国内

高端棉纺织产业迈出了摆脱进口的第一

步，也让中国的棉花研究达到了世界领先

水平。

面对如今的青少年一代，朱玉贤殷殷

寄语：“只有尽早地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

道路，并不断向前，才有可能出类拔萃、

取得成功。”

书籍滋养了苦难的童年

追忆自己的儿时岁月，朱玉贤用“苦

难”二字形容。

1955 年朱玉贤出生时，抗美援朝刚

刚结束，新中国百废待兴。即使位于“鱼

米之乡”的江南农家，一日三餐也很少有

白米干饭。

记忆中，朱玉贤常常掰着手指头算还

有多少天过年，因为只有春节时家里才能

打点儿年糕。即使是一年只有一次的“佳

肴”，母亲为了省下宝贵的糯米，总要添

加许多玉米粉，吃起来很粗糙。“但没办

法，不吃会饿死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5个孩子里，朱

玉贤排行老大，自然而然地挑起了持家的

重担。在那个化肥稀缺的年代，家家户户

会将猪草倒进猪圈中堆积起来，经过长时

间发酵就会变成猪栏肥。猪栏肥越多，庄

稼地的质量就越好，一年的收成才有保

障。每天放学回家，朱玉贤放下书包来不

及歇息，就又背上编织篓上山，搜集猪草

堆放在猪圈中，常常要干到天黑才能回

家。

生活的苦难并未掩盖少年的天分。尽

管课后时间基本都用在了农活上，朱玉贤

的学习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学业之外，他

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

那时，由于缺少师资，村里采用的是

复式班教学 （不同年级在同一间教室里
上课，教师交替教学——记者注）。一名

姓郑的女教师担起了村里 4 个年级所有

班的教学工作，教室则由一间茅草屋临

时改造而成。

每个班级一节课只有 15 分钟，同学

们的空余时间很多，郑老师便将自己能从

乡中心学校里淘到的书全部借来给孩子们

看。一个年级不上课的时候，就安排学生

自主阅读。

“我已经不记得郑老师教了什么，但

是我爱看书的习惯，是从那时开始的。”

从 《三国演义》《家·春·秋》《林海雪原》

到 《红与黑》《茶花女》，“她借什么书回

来，我就看什么书”。在识字不多的年

纪，朱玉贤就已经遨游在国内外各类名

著的海洋中，并立志成为像 《林海雪

原》 主人公少剑波那样的英雄人物。多

年之后，朱玉贤参军报国的理想，便是

从这时萌芽。

在村里读过两年初中后， 1971 年

底，县城高中富阳中学的招生消息传来，

母亲带着朱玉贤到现场报名。由于长期营

养不良，那时朱玉贤只有 1.5米不到的个

头，头顶大斗笠，显得身材越发瘦小。报

名处的老师还打趣道，“斗笠下面有没有

人呢”。

学校要开运动会了，有同学笑话这个

乡里孩子“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他一

赌气报了班上没人敢参加的长跑。虽然从

来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但朱玉贤长期在

山里奔波，练就了一副好腿脚，一下拿了

个全校第一名。从此再也没有同学嘲笑他

了，而他也养成了坚持长跑的习惯。

直到 40 余年后的武汉大学环山跑，

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跑不过这个年过六

旬的长者，“我现在依然是生科院跑步的

第一名”。

紧紧握住知识的藤蔓

1974 年 12 月，朱玉贤应征入伍，加

入舟山枸杞岛陆军守岛部队，成为了一名

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舟山位于我国东海前哨，当时的环境

十分恶劣。台风席卷过后，整个岛上寸草

不留，内陆的粮食补给也不能及时送到，

战士们有时很长时间都吃不上新鲜蔬菜。

最艰苦的日子里，岛上只要是绿色的植

物，都会被战士们拔起来吃光，“长期缺

乏维生素，战士们的嘴里全都是泡”。

后来朱玉贤退役回家，母亲帮他整理

衣物，发现他所有的帽子和衣服上都是霉

点。“岛上经常刮风下雨，衣服根本没办

法晾干。”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到两年朱玉贤

就当上了班长。即使白天的训练再艰苦，

朱玉贤晚上看书做题的习惯始终没有改

变。他坚持学习，从未懈怠。

1978年，在部队选送深造和返乡参加

高考之间，朱玉贤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当年 4月他正式退伍，回到家乡备战高考。

当时正好赶上了农忙季节，朱玉贤只

能先加入割麦子、收油菜、种水稻的队伍

中。直到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时，他才

得以抽出身来，全心备战高考。

有一天，母亲下地前特意嘱咐朱玉

贤，家里的油菜晒在外面，下雨一定要记

得收。

朱玉贤满口答应后，回到房间开始学

习。窗外不知何时开始狂风暴雨，他却沉

浸在未解出的代数几何题中无法自拔。母

亲嘱托的“收油菜”早已抛在九霄云外。

等母亲回到家，100多斤油菜籽都打

了水漂。没有油菜籽就没有油票，那一

年朱家吃的油，只能靠街坊四邻从自己

口中挤一点来接济，这件事让母亲念叨

了一辈子。

搏二兔，不得一兔

与青少年一代分享人生时，朱玉贤常

常喜欢引用日本棋圣吴清源曾对陷入事业

低谷的棋手聂卫平说过的话，“搏二兔，

不得一兔。”

1982年 7月，从浙江农业大学 （后并

入浙江大学） 毕业的朱玉贤，由于成绩优

秀且具有体育特长得以留校任教，成为一

名令他本人倍感自豪的大学老师。这让他

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一个农村孩子，突

然发现自己能留在杭州城里当大学老师，

有点飘飘然。”

没过多久，朱玉贤回老家看望父母，

父亲问他：“儿子啊，你现在大学毕业留

校当老师了，什么时候当教授啊？”

“从本科毕业到当上教授，万里长征

都还没迈出第一步呢！”朱玉贤心里一

惊。这件事给他敲了一记警钟，朱玉贤意

识到自己还得继续努力拼搏，实现更远大

的理想。

时任校长朱祖祥对青年教师给予了极

大的支持，并创造各种条件培训外语，提

供出国留学的机会。年轻的朱玉贤也得以

踏上了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的旅途。

1991 年，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朱玉贤坚定

地选择了回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

一生就是要奉献给祖国”。

回国后，朱玉贤进入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工作。他在美国从事豌豆的生理研

究，回国后又做了多种植物的研究，试图

寻找一个可以研究一辈子的物种。

1996 年，国家启动“优质棉工程”。

朱玉贤花了整整两周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

料，撰写项目申报书，终于申请到了“国

家转基因植物重大专项”。

1998 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

产棉国，无论是棉花单产还是总产量都比

较高，但原棉品质偏差，纤维平均长度偏

短。棉纤维短了一截后，纺纱的接头多，

容易起疙瘩，穿在身上不舒适。纺织高支

纱棉布时，要掺入 30%左右的进口优质原

棉。“中国原棉平均长度 3 厘米，美国原

棉 3.3厘米，这 0.3厘米的差距就导致了我

们需要进口 1/4的原棉。”

着眼国家发展，呼应国家需求，朱玉

贤毅然选择棉花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物

种。为了实现这 0.3厘米的突破，朱玉贤

带领团队反复实验了 13 年。每天进实验

室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新数据”。

无数次失败让许多团队成员一度陷入

绝望之中，朱玉贤鼓励他们：“这个时候

想的不应该是退缩，而是怎么攻克，就像

在部队里面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6 年，他和团

队首次发现植物激素乙烯生物合成途径在

棉花纤维细胞伸长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让

中国的棉花纤维进一步伸长了 0.3 厘米，

从此摆脱对进口棉的依赖。

相关论文发表在 SCI植物类顶级期刊

Plant Cell 上，成为植物生理学领域的经

典文献，十几年间被引用了超过 500 次，

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力。

2011 年 12 月，这个昔日的退伍老兵

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 年，他又

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学最重要的是找到自
己的人生方向

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朱

玉贤带出了二三十名博士、几十名硕士。

在他看来，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帮助学生找

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对于刚刚进入实验室的博士生，朱

玉贤会对他们进行“放养”：在指导学生

确定选题方向后，便会让他们跟着师哥

师姐做项目，一段时间后如果发现学生

对选题兴趣不大，朱玉贤便会帮助他们

更换方向。

“两三次下来，便能让学生明白自己

是否真的适合做科研。”如果不适合，朱

院士会劝说学生早日毕业参加工作，“并

不是人人都能在科研之路上走下去，只有

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

永远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努力成为学

生的“伯乐”，是朱玉贤的从教信条。“我

可能不是最好的博士生导师，但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称职的博士生导师。”

独特的培养方式与朱玉贤自身的经历

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典型的“偏科孩子”，高考

时，朱玉贤化学考了 99 分（满分 100 分），

语文也考了全县第二名，但数学却在全县

“垫了底”。

阅历经年，朱玉贤感慨：越是“偏

科”的人越需要一个对自己有清晰认知的

“伯乐”，但问题往往就在于，大多数人很

难找到自己的“伯乐”。

小学一位同窗的人生轨迹，让朱玉贤

感触颇深。那时体育课的器材很有限，老师

能提供的只有一个旧篮球。在大家一股脑

抢篮球时，这位同学就在一旁默默用砍柴

刀自制木陀螺，同学们看到都争着来玩。

多年之后，这位巧手的小朋友成为了

一家木材加工厂的老板。可是，因为缺乏

经营头脑，这家工厂最后也没能做出规

模。朱玉贤得知后感叹：“如果他遇到一

个伯乐，给他提供经营方面的建议，说不

定就别有一番天地，可惜他没能遇到这样

的机会。”

这些年，朱玉贤在高校中观察到一个

现象：一些中学时期的“学霸”进入大学

后就“放飞自我”，沉迷于玩乐之中，荒

废了学业。等到自己快毕业时幡然醒悟，

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被迫随大流卷入

“考研大军”，迈上可能并不适合他们人生

发展的道路。

“大家都认为高考一过就能一劳永

逸，但是实际上高考才是人生的第一

步。”在朱玉贤看来，一些时候，家长和

老师也没有引导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所

在，导致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

么，内驱力不足。在他看来，中学阶段最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父母和老师引导孩子

尽快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朱玉贤喜欢拿孔夫子、王阳明、鲁迅

举例，“真正的大师都是择一事，终一

生。只有早日找到自己所爱，才能实现人

生理想。”

院士朱玉贤：偏科孩子也能成就精彩人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杨紫琳
见习记者 罗 希

云鬓间工艺精巧的发钗微微摇曳，半

遮容颜的团扇握在两手间，红色刺绣礼服

的拖尾在身后铺展成扇形。门缓缓开启，

侯明明款步走进她的结婚礼堂。同牢、合

卺、结发等一连串穿越 2000 年而来的婚

礼仪式，在红色帐幔和点点微黄灯光的映

衬下展开。在孔子故里曲阜举办结婚仪

式，侯明明和爱人选择了汉式婚礼。“有

当地文化特色，和整个城市古色古香的氛

围很契合，形式也另辟蹊径。”

在山东一所高校读研究生的孙晓在

兔年春节期间和男友举办了订婚仪式。

常刷社交媒体的她在网上看到，很多人

自己操办订婚仪式，于是她和男友也打算

试试。近 3 个月里，从查资料、构思流

程，到置办东西、和可以帮忙的亲朋好友

约定时间，两人全部自己操持。“订婚仪

式背景板、伴手礼、喜糖盒等都是从电商

平台购买，主持词由男友亲自撰写，订婚

书由男友的祖父手写，司仪由我舅舅担

任，录像工作由我的‘发小’完成”。自

己筹办订婚礼的过程，成了两人难以忘怀

的人生瞬间。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网

友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 1835 份有效问

卷，受访者年龄集中在 18岁至 35岁。调

查结果显示，75.10%受访者表示会亲自根

据自己的个性、爱好设计；92.37%受访者

认同婚礼花销多少、隆重与否不重要，重

要的是用心投入，留下美好回忆。

不要“模板”要个性，这届
年轻人用创意宣誓爱

孙晓最初选择自己筹办订婚礼，是因

为春节期间婚庆市场火爆，很难找到性价

比高的婚庆公司。但现在，她计划结婚仪

式也自己来。“订婚仪式能办好，婚礼肯

定也可以，我们自己办也更有意义”。

自己全权策划婚礼，或在婚庆公司规

划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想法，成了一些年

轻人青睐的表情达意方式。中青校媒调查

显示，75.10%受访者表示会根据自己的个

性、爱好设计；10.19%受访者表示会把婚

礼设计全交给婚庆公司；6.81%受访者表

示自己了解不多，会请另一半多多费心；

3.92%受访者会选择礼堂包办一站式婚

礼。比起父母代为操办婚姻大事的传统，

调查显示，仅 2.18%受访年轻人选择把婚

礼交给父母长辈代为操办。

今年 5月初，赵紫妍和刘船把自己的

婚礼办成了“大型舞蹈秀场”。因跳舞结

缘的他们在北京开办“CICI Dance”舞

蹈和多媒体工作室，婚礼当天，共同工作

的许多舞蹈老师前来“助阵”——他们打

扮成花仙子和小精灵，把自己排演的舞蹈

剧搬上婚礼舞台。赵紫妍和刘船也为婚礼

准备了一支舞，不过他们没有穿上华丽或

帅气的街舞服装，而是穿着朴素的日常服

饰，戴上灰白的假发和镜链垂在耳边的

“老花镜”，演绎微微驼背的“老年的自

己”。“我们把这段表演安排在婚礼的最

后，表达要一直携手到白头的含义。”赵

紫妍介绍，这个环节是她准备最精心、也

最满意的，“既希望给宾客不一样的感

受，也是我们俩对彼此表达爱和忠心。”

自己策划婚礼是刘船对妻子表达爱的

一种方式。他既是婚礼的“男主角”，又

担当起“编剧”“导演”“舞美”等多重

角色。为了给赵紫妍保留悬念和惊喜，刘

船特意对一些婚礼环节保密，亲力亲为操

持起各个环节。他 3天对比了将近 100家
酒店，亲自策划、把关婚礼的每个环节，

单是调试灯光，就在礼堂反复打磨了两个

多小时。“我希望把每一个瞬间、每一个

细节都做到最好，给我最爱的妻子一个什

么都不缺、而且比预期更好的婚礼。”婚

礼前，刘船心里还有几分忐忑，不清楚尚

不知道婚礼全流程的爱人是否会满意。

“婚礼当天，我的新娘就像童话故事里的

公主一样走下美丽的楼梯，看见她的王子

满心欢喜地注视着她。我能感觉到她的快

乐，是得偿所愿的快乐。我也就放下了所

有包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刘船说。

就读于天津一所高校的农子豪想象中

自己未来的婚礼，是一场宫崎骏动画风格

的主题婚礼，“比如婚礼的主舞台可以布

置得像 《哈尔的移动城堡》那样，红毯设

计成种满鲜花的阶梯。”在他看来，相比

于传统的中式或西式的婚礼，主题类的仪

式更能满足新人在兴趣上的需求，能给双

方和宾客们都留下更深刻的婚礼印象和体

验。“希望那一天，婚礼的大屏上可以播

放动漫里的经典场景。我和她穿着哈尔和

苏菲的服装走到台前，复刻动漫里的浪漫

和幸福。”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青年比较注

重在婚礼中呈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但也

会根据实际多方面考虑。28.66%受访者认

为必须体现自己的想法，会非常用心设

计；54.93%受访者表示最好能体现个性，

但会兼顾筹备的时间成本和预算；11.28%
受访者表示想要有体现，但和家人的计划

有冲突，需要平衡；3.87%受访者表示不

太需要体现自己的想法，避免投入过多的

时间和精力。

在筹备婚礼前，侯明明的理想婚礼是

在户外办一场小型的户外派对，“只邀请

比较亲近的亲戚和朋友，举行一个简单

又温馨的仪式，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经济

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等到真的

操办起来，要考虑的问题比她想象中多

得多。“婚期在 6 月中旬，典礼又在中午

举办，户外天气很热，而且我们在当地

也没找到非常心仪的户外场地。”她和爱

人要考虑的，还有家人的接受程度。“如

果办成简约风，长辈可能觉得不够喜

庆，婚礼规模的大小，也需要顾及父母

的社交圈子和当地的习惯。”综合考虑下

来，侯明明和爱人不再单纯执着于两个

人对婚礼的浪漫想象，能够容纳较多来

宾、同时兼具个性的别致汉式婚礼成为

两个年轻人和家人的共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婚礼的形式变得更

为多样。“从原来的结婚肯定要有一场婚

礼，到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可以选择去举办

一场婚礼。”就读于山东财经大学的范婧

如表示，无论是当下流行的晚宴聚会，还

是旅游结婚，甚至是两个人单纯宅在家里

享受假期……只要新人双方达成共识，无

论是哪种形式，都是珍贵而有意义的。

“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度过最重要的一

天，不也很浪漫吗？”

选择性继承，近八成受访
青年对传统婚俗去粗取精

在如今各地的婚礼习惯中，一些蕴含

各种寓意的传统习俗仍被保留沿用。关于

家乡所在地区是否会沿用传统婚礼仪式、

摆设等习俗，30.79%受访者表示有很多传

统仪式沿用至今；50.68%受访者表示有一

些，但不多； 6.54%受访者表示基本没

有，11.99%受访者表示不太了解。对于传

统的婚礼习俗，受访者没有全盘否定，

78.80%受访者表示可以去粗取精，沿用一

些自己觉得有意义或有氛围的；12.86%受

访者认为传统中蕴含当地风俗文化，应该

沿用；也有 7.19%受访者认为传统习俗繁

文缛节老套，希望可以省去。

对于侯明明来说，接受传统习俗是一

个不断心理建设的过程。“婚礼前要有儿

女双全的亲戚帮忙给婚房铺床，床上要放

红枣桂圆，床下放芝麻杆；婚车经过桥梁

时要放鞭炮，等等。”这些看起来产生自

不同历史时期的习俗，对喜欢文艺、清新

风格的侯明明来说并不能全盘接纳，但父

母、祖辈比较在意这些传统仪式所蕴含的

寓意。因此不同于由两个年轻人主导的结

婚典礼，传统习俗方面的安排都由父母操

持，侯明明和爱人根据自己的接受程度做

减法。好在长辈也能够体谅年轻人的喜好

和情绪，在两代人的协商下，婚礼流程顺

畅地推进，也让大家都很满意。

虽然自己对婚礼有很多畅想，但范婧

如表示：“仪式并不能成为婚礼的代名

词。”在她看来，受家庭或是地域的影

响，许多人的婚礼难以避免地被“塞入”

了很多传统婚俗。她认为，婚俗的传承应

当有一定的选择性，“摒弃按部就班的不

良婚俗，因地制宜地融合传统文化，才能

更好地诠释‘中式浪漫’。”

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其木格是蒙古

族，她对家乡传统婚俗非常向往。“内蒙

古有很传统的婚俗，像鄂尔多斯婚礼早在

2006 年就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其木格介绍，蒙古族的

传统婚礼包含多个环节，如哈达定亲、

佩弓娶亲、挡门迎亲、献羊祝酒等，像

《送亲歌》 这样在内蒙古广为流传的歌

曲，就诞生于传统婚俗。“婚礼仪式中新

人和参与者都需要穿上传统的服饰。当

然现在也有一些和汉族等民族融合后的

婚礼流程，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

在其木格眼中，传统婚礼仪式是蒙古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

和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沿用

这些仪式，也可以让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

传承和发扬。

初次共同经营生活，超九
成受访者把婚礼视作“婚姻的
试炼”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超过五成受访者

希望婚礼规模在中小型以下。2.45%受访

者 认 为 私 下 庆 祝 即 可 ， 不 需 要 仪 式 ；

21.74%受访者喜欢两个人或和父母、几位

亲友一起的小型仪式或旅行结婚；29.97%
受访者青睐有一些好朋友参加的中小型婚

礼；31.55%受访者期待较为隆重、较多亲

朋好友参与的仪式，也有 13.79%受访者

没有特别的倾向。

范婧如对婚礼规模的设想是“小而

美”：“新人双方都只邀请亲密的人参加，

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不用在仪式中假装

客套，大家一起度过轻松而温暖的一天。”

赵紫妍和刘船都倾向于小型仪式，因

此省去了婚礼很多繁琐的流程，把时间留

给彰显两人个性的环节。比起婚礼的形

式，刘船更在意仪式中的情感表达。“重

要的是体现出两个人的个性，以及在亲朋

好友祝福的目光中表达对彼此的爱。”刘

船的这一理念最终促成了让赵紫妍惊喜、

满意的婚礼。赵紫妍曾以为自己的婚礼会

和别人的相差无几，没有想到在两人的设

计和同事们的加持下，她拥有了带着两人

独特印记的婚礼。赵紫妍遥想道，等自己

80 岁、90 岁时，回忆起自己的婚礼，一

定还能回味起那一刻的幸福。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93.18%受访者认

同婚礼筹备过程是两个人和家庭一起共同

面对生活、经营生活的开端。

订婚筹备繁琐，吵架不可避免，孙晓

和男友常常因为物料颜色这种小事吵起

来。但每次争吵过后，两个人还是积极地

想办法解决。不知不觉间，两人配合得越

来越默契，两人的情绪也在订婚仪式当天

到达了高潮，当这对年轻人在自己亲手布

置的典礼现场交换戒指，孙晓、男友和双

方的父母都泪如雨下。“仪式也是一种考

验，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解决共同的问

题，营造共同的生活。经过订婚的磨合，

我们有信心应对未来的挑战。”

在刘船看来，婚礼是两个人宣告要真

正一起面对生活的仪式，“婚礼上的誓

词，就是告诉亲朋好友，我们不仅很爱对

方，而且还要更懂得如何爱对方。”而筹

办婚礼也被他视作见证和巩固感情的过

程：“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她就是我的动

力，我能明显感觉到，我想给她最好的

婚礼的心非常坚定，这既是爱也是责

任，所以即使筹办婚礼非常紧张、疲

惫，也会觉得是享受，看到她快乐、满

意就觉得一切都值得。我也能看到妻子

为我们共同的仪式付出真心和精力，会

感到非常幸福。”

在侯明明看来，筹备婚礼也是婚姻生

活的一次实习。它不仅关乎自己和爱人，

也是两个年轻人融入彼此家庭的经验积

累。“婚礼之前，遇到什么事都是两个人

沟通决定就可以。但从婚礼开始，需要更

深入地和双方父母沟通，也会学会更多地

考虑他们的感受。我觉得这也是婚礼给我

们俩带来的成长。”尽管如今回忆起来，

一场婚礼既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见证两

人成长的美好时刻，也成为家族共同的甜

蜜回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侯明明、孙晓、其
木格为化名）

近八成受访者对传统婚俗去粗取精，九成将婚礼视作“婚姻的试炼”——

这届年轻人用创意婚礼宣誓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