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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年办理结婚登记138981对，
平均每天办理380对；

2009年全年办理结婚登记147413对，
平均每天办理404对；

2010年全年办理结婚登记126296对，
平均每天办理346对；

2011年全年办理结婚登记145870对，
平均每天办理400对；

2012年全年办理结婚登记143819对，
平均每天办理394对；

其中，2008年8月8日，上海市当天的
结婚登记人数为7189对，为平时每天登记
人数的18.9倍，占平均每月登记人数的
62%；2009年9月9日，上海市当天的结婚
登记人数为8852对，为平时每天登记人数
的21.9倍，占平均每月登记人数的72%；
2010年10月10日，上海市当天的结婚登记
人数为10150对，为平时每天登记人数的
29.3倍，占平均每月登记人数的96.4%；
2011年11月11日，上海市当天的结婚登记

人数为5007对，为平时每天
登记人数的12.5倍，占平均
每月登记人数的41%；2012年
12月12日，上海市当天的结婚
登记人数为4883对，为平时每天
登记人数的12.3倍，占平均每月
登记人数的40.7%。

此外，每年的元旦、情人节、七夕
节等节日都会迎来过千人的人流量，
为平日的两倍至三倍。

1月4日刚刚缔结“ 爱你一生一世婚”
的新人们还沉浸在新婚的快乐中，但其中
的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何来相扶相持一生。
对此，记者昨天采访了百岁老人张木成和
徐东英夫妇，他们结婚已经82年了，是沪
上婚龄最长的老寿星。对于新人们的困
惑，两人送上了一番金玉良言：希望新人
们能做到谦让、牵挂、心中有彼此。

谦让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

在老人看来，以前的夫妻相处模式要
比现在简单，过往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妻
子遵从三从四德，十分贤惠，但现在时代
不同了，女性也很有主见。

在张老先生的心目中，妻子为人十分
谦和，几乎从不和别人红脸。唯一的一次
吵闹，大概发生在50年前，邻居为了孩子
的事大吵大闹，但妻子坐在那里不吭声。
人家问她怎么不吱声，她说，“ 那个人嘴
巴骂酸了自然会停。”

徐阿婆什么都好，就是做事很磨叽。
有时候丈夫中午上班回来，她才刚烧好
饭，菜都没准备好。丈夫说她两句，她承认
自己是做事比较慢，也不回嘴。

老先生晚年听力不太好，有时说话
“ 哇啦哇啦”的，但老太太一点都不嫌弃，

看到丈夫生气，她就谦让着。徐阿婆最常
挂在嘴上的话是“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
当。”

牵挂
默契度高，谁也离不开谁

在他们看来，他们那个年代从来不讲
“ 我爱你”，但也这样平平淡淡过了一辈

子。夫妻俩的默契度很高，两人谁也离不
开谁，老伴去银行时间稍微有点长，老太
太会不放心地询问，叮嘱小辈去把丈夫找
回来。

平时，老先生对老太太也是格外照
应，老太太患有白内障，他就给妻子夹菜。
老寿星的媳妇黄秀娣最近刚被评为“ 最
美亲人”，她对公公婆婆的评价是：白头
偕老，十分恩爱。“ 公公平时有什么好吃
的，自己不舍得吃，留给婆婆吃。平时他会
贴心地把婆婆爱吃的百叶结、肉夹在她的
碗里，此情此景，让我们晚辈看了也很羡
慕。”

有一次，黄秀娣给坐在床上的公公和
婆婆喂饭。吃到一口好菜后，他问媳妇，

“ 阿妈有吗？”黄秀娣嗔怪道，“ 我怎么可
能偏心，不给她呢？”

去年12月17日，张爷爷不幸摔骨折
了，徐阿婆担心丈夫，一晚上起来十几次，
看看他是否好好地，自己反而冻着了。

寄语
赌气的时候，想对方的好

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现在的年轻人
结婚时甜甜蜜蜜，但婚后有的动不动就闹
离婚。在老寿星看来，年轻的新人不要为
了小事而伤了感情。不要将离婚视作儿
戏，像“ 唱山歌”一样挂在嘴上。

“ 在赌气的时候，多想想对方的好，
回忆一下谈朋友时的甜蜜。如果没有原则
性的问题，尽量避免争吵，冷静地思考问
题。妻子不要动不动就回娘家，为了鸡毛
蒜皮的事吵得天翻地覆。婚姻是要经营
的，如果大家都抱着要坚持过一辈子的态
度，那就灵光了。”老寿星说。

由于耳濡目染，老寿星下一代的婚姻
也十分幸福。黄秀娣透露说，虽然她没婆
婆脾气那么好，但除非是大事情，她也很
少与老公大吵大闹。

而邻居都说，张木成和徐东英老人之
所以能成为沪上婚龄最长的老寿星，和小
辈的孝顺也是分不开的。老先生骨折后，
老人的儿子就睡在沙发上陪夜，一个晚上
要起夜八九次，照顾老人。平时在饮食上，
黄秀娣也投二老所好。由于离公婆的小屋
仅几步之遥，二老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
亲自打点。

记者 范彦萍

2010年10月10日的10150对，2009年9
月9日的8852对，2013年1月4日的7300对
⋯⋯自从2008年奥运年的“ 八八婚”后，每
年都有那么一天“ 谐音”好日子，迎来无数
准新人的追捧。如今，新人们不仅爱8，更爱
1010、999、1314。昨天，市民政局婚登处向
本报独家披露了一组数据，并详尽分析了结
婚登记的那些事。

本报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欧玉莹

虞维婷是1998年进入杨浦区婚登中
心工作的，眼看着这些年来新人们选择
好日子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她颇有感慨。

“ 我记得原来新人们崇尚的是8、18、
28这些好日子，就连黄历也是这几年才注
重的。一开始，新人们都喜欢8，以至于如
果能拿到一个带个8的结婚证书，都觉得
蛮吉利的。后来，带19、16这些吉利数字的
好日子也开始受宠。再后来慢慢地开始
讲究520。”虞维婷介绍说，有意思的是这
些年的“ 新宠”西方情人节早些年也不
太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情人节，就连3月14
日白色情人节、中国情人节七夕节也沾
光得到新人们的喜爱。至于十全十美、一

生一世等好日子，更是2008年以后的新花
样。

当然，新人们能如愿在诸如“ 1314”、
“ 214”这样的好日子结婚，与长辈的“ 宽

容”也是分不开的，以前但凡带“ 4”的数
字被认为不吉利，但现在只要小辈喜欢，
觉得有意义，大人们也跟着瞎起劲，每年
都有长辈摸黑来为小辈彻夜排队领号
的，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虞维婷回忆说，以前婚登部门双休
日是不开放结婚登记的，自从2002年开始
开放周六结婚登记，为新人们延长服务
时间后，现在周六的结婚人数也变得多
起来了，明显要超过平时。

除了在好日子制作特别的背景板供
新人们拍照留念外，杨浦区婚登中心从
2008年至今，每年都会为新人们举行一次
特别的仪式，如2008年元月的小型集体颁
证仪式、2009年的迎世博倒计时一周年仪
式、2010年在国歌广场举行的迎国庆仪
式、2011年建党90周年仪式和2012年在上
海体育学院绿瓦楼前举行的集体婚礼。

而近年来，各区县的颁证大厅也陆
续焕然一新。杨浦区婚登中心内近期布
置一新的100平方米的超豪华颁证厅引来
了不少新人的追捧。在该区等候登记的
候登大厅内，还布置了“ 百年婚史墙”，让
新人们了解从清朝至今，结婚的那些事。

“ 每逢这种有特殊意义的婚姻登记
日，婚姻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要承担
比平日多10倍甚至20倍的工作量，一天
内要把近乎大半个月的任务完成。”市民
政 局 婚 登 处 副 处 长 林 克 武 告 诉 记 者 ，
2008年8月8日开始之所以掀起了意义日
期婚姻登记潮，是因为当初奥运会的开
幕式选在2008年8月8日，新人们觉得把
祖国的好日子和自己的好日子放在一起
会很有意义。

林克武称，从那以后，每逢有日期连
续的现象出现，例如090909、101010等日
期，人们会根据他们的谐音赋予这些日

期美好的意义，例如“ 久久久”等读音被
解读为长长久久。

他个人认为，这种现象需要分开看。
一方面，个人把美好的希望和愿望寄托在
这些特殊的日期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另
一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要强求，为了随大
流而结婚，主要看双方感情是否水到渠
成，或者索性选择自己的专属好日子，比
如新人生日、父母结婚纪念日等，选择具
有自己独特意义的纪念日来结婚。

但他强调说，这种意义日期登记潮
的兴起也与媒体的关注是分不开的。媒体
关注度越高，追随的新人就会越多。“ 像

从前1999年9月9日和2002年2月2日的时
候，虽然日期也很有意义，但当时没有媒
体关注，即使有的新人也注意到了这个特
殊的日子而选择前来登记结婚，但数量只
是会比平日多一点，都没有超过一倍。”

林克武指出，现在的新人登记结婚
都集中在一天，不仅新人要排很长的队，
甚至在寒风中深更半夜来领号，远没有
了平日里的宽松自由。此外，工作人员的
行政成本也在增加。所以作为婚登部门，
还是不提倡新人扎堆结婚，而是提倡选
择有计划的、有亲人陪同的、个性化而有
意义的婚姻登记日期。

》数据连连看 “ 十全十美婚”创下万对纪录

》数据专家解 可以随大流但不可随波逐流

》数据变变变 从8到520再到意义数字

一生一世婚

沪上婚龄最长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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