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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二妻”婚宴闹剧：警惕“万物”皆可娱乐化

　　4 月 17 日，一男
子称将同时与两名女子
举办婚礼的消息引发舆
论哗然。涉事酒店发布
声明称，已取消此次婚
礼预订。澎湃新闻从毕
节市相关部门获悉，两
名女子中一人系新郎前
妻，三人拍摄婚纱照系
“闹剧”。经民警教育
劝导，“三人婚礼”已
取消。后续，该男子将
与现任未婚妻完婚。（4
月 17 日 澎湃新闻）
　　《民法典》明确规
定，我国实行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
婚姻制度。这也就是说，
该起“一夫二妻”婚礼
事件不仅在道德上没有
立脚点，在法律上更是
无法成立。
　　而纵观各媒体评
论文章及网友们讨论
的焦点，似乎更多还是

停留在了“婚姻是神圣
的”“婚姻不可儿戏”“法
律不可儿戏”的议题上。
这并不是说此类关注偏
离了事件，而是仔细思
量之后会发现，此事在
婚姻和法律议题之外还
有波及范围更广的议
题，即“万物”皆可娱
乐化的危险倾向。
　　之所以这么说，
“一夫一妻”在如今基
本是颠扑不破的常识，
更是有着道德和法律的
双重约束。因此，敢这
么毫不掩饰地做的人可
以说是凤毛麟角，一是
法律手续不允许，二是
法律条款有相应处罚。
换句话说，“一夫二妻”
在司法实践中称作“重
婚”，即同一个人办理
两次结婚登记。首先，
婚姻登记系统联网核查
机制会直接筛查出来这

种违法行为。其次，重
婚罪要面临法律后果。
　　最大可能就是博眼
球吸引流量。流量世界
更加追求“星腥性”“偏
难怪”，一夫一妻合法
合规没有新鲜感，那就
制造“一夫二妻”成为
流量密码。因此，我们
才说，相较于“一夫二
妻”事件本身，其背后
这种漠视法律的创作
逻辑更可怕也更值得警
惕。毕竟，“一夫二妻”
可复制性不高，但这种
漠视法律只为流量的创
作逻辑可是能实现病毒
式传播。
　　实际上，在当下社
交媒体的创作中，“一
夫二妻”只是其中一种
形式。结合“家暴博同
情”“卖惨虚假助农”
等多种创作题材，不难
发现，尽管这些数字作

品表现形式各异，但
暴露出的都是以践踏法
律底线为核心的创作逻
辑。简言之，日常生活
中的违法情节被包装成
娱乐化作品，并逐渐消
解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可以说，不扼住畸
形创作观之风，只会让
那些漠视法律、道德和
良知的创作者失去所有
敬畏心和底线。只要有
流量，万物皆可娱乐化。
对个体而言，应守住法
律底线，恪守健康绿色
正能量的网络创作观。
对平台而言，应强化对
虚假内容、低俗内容和
违法内容的识别机制，
有效阻拦这类不良价值
取向作品的传播。对有
关职能部门而言，应加
快实现普法和执法双向
发力，不断引导公众自
觉守法，积极主动抵制

低俗违法内容。
　　总结而言，“一夫
二妻”不是简单的“闹
着玩”，其暴露出的娱
乐化创作不断损害法律
刚性和权威性是十分危
险的倾向。因此，从此
事中重视婚姻议题是其
一，努力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是其二。退一步说，他
人合法婚姻我们无法干
涉，但构建健康网络生
态大家可以一齐发力。
就拿“一夫二妻”事件
来说，该男子将与现任
未婚妻完婚，这合法我
们无权干涉。但若其继
续披着“闹着玩”的外
衣不断在法律边缘疯狂
踩踏，那么，等待他们
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和
道德舆论的强烈谴责。

■张川

“无手”女孩生育遭恶评：生育权岂容偏见绑架

　　近日，福建晋江一
位 00 后女孩在网络上晒
出自己孕晚期的照片。
原本是值得高兴的事，
没想到却遭到网友恶
评。有一小部分评论：
残疾人生小孩，是不是
会生下“怪胎”？生下
来也会很辛苦等。当事
人对网友上述行为进行
了怒斥。（4 月 16 日 《潇
湘晨报》）
　　值得“点赞”的是，
面对毫无底线的恶评，
女孩的丈夫没有选择忍
气吞声，而是挺身而出
回应：“妻子的手是 3
岁掉进石灰池烧没的，

她虽然没有双手，但照
样可以化妆、做饭。”
对于恶评，他怒怼道：
“没有双手就不配要孩
子吗？又不遗传”。他
的回应不仅维护了女孩
做母亲的权利，更是在
向社会传递一种正确的
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残
障人士的生育问题依旧
是一个敏感且容易引发
争议和偏见的话题。这
一现象的存在，不仅反
映了社会认知的局限，
也给残障人士及其家庭
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许多人并没有深

入了解残障群体，而
是对残障群体存在刻板
印象。许多人往往低估
残障群体的生活自理能
力，进而形成残障人士
不具备生育和养育孩子
的刻板印象。事实上，
许多残障人士在生活中
展现了强大的自理能
力、适应能力和情感力
量。即便失去双手，“无
手”女孩也能以独立自
信的姿态生活着，她克
服身体缺陷带来的不
便，学会化妆、做饭等
生活技能。在丈夫的陪
伴下，能够顺利地进入
孕晚期。这足以说明，

即使身体有残缺，他们
也有追求幸福、组建家
庭、生育孩子的能力。
　　生育权是每个人与
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判
断一个人是否拥有生育
孩子的资格，其考量的
核心应该是是否符合医
学标准和是否遵循法律
法规，而不是身体是否
残缺。尽管“无手”女
孩身体有残缺，但她的
生理机能并没有受到实
质性的损害，大自然赋
予了她孕育生命的权利
不应被偏见剥夺。
　　“无手”女孩的生
育权不应该被偏见剥

夺。当她能以精致的妆
容出现在网友面前，能
够生活自理，她是否能
够生育孩子，就不是“四
肢健全，内心不健全”
的网友该操心的事了。
我们应该摒弃对残障群
体的偏见，以更加开放、
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尊
重每一个人的梦想和选
择，以爱为阳光、平等
为雨露，滋养每一个生
命，让其在温暖的天地
间茁壮成长。

■毛翠莉

企业拒录应聘者，“业务调整”不能是理由

　　说好了 28 万年薪
入职上班，没过多久，
武汉的杨先生（化姓）
就被告知因公司业务调
整，岗位没有了，他被
拒绝入职。2024 年 7 月，
杨先生将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两家企业赔偿损失。案
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发
现该起案件涉及人才引
进工作，处理结果的公
正与否直接影响招才引
智工作，于是决定采用
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经
调解，双方同意由下属
公司向杨先生一次性支
付赔偿金 45000 元。（4
月 13 日 光明网）
　　原本能成为人才引
进的标杆，却因公司一

句“业务架构调整”拒
绝录用求职者，使求职
者的“欢喜事”变成了
“伤心事”。
　　人才引进，并非简
单的企业与个人之间的
“双向奔赴”，尤其是
涉及区域重点项目时，
招才引智工作往往承载
着当地对经济发展、产
业升级的期盼。一个优
质岗位，往往是区域
经济向内增强自身能力
的“盔甲”，优秀人才
也是向外界展示自己的
“招牌”。就像该事件
中的专业技术岗位，背
后或许关联着企业项目
推进、技术创新等关键
环节。当企业如此轻易
毁约，就如同将“招牌”

砸在了地上，可能会让
外界对该区域人才引进
的诚意和企业架构稳定
性产生怀疑。
　　对被拒绝录用的求
职者而言，各方面的损
失难以用金钱衡量。求
职者在接到公司的录用
通知后，必然会为新岗
位做诸多准备，然而企
业的爽约使求职者陷入
求职困境，此前投入的
机会成本、时间成本都
将付诸东流。对于正在
招揽人才的企业而言，
这无疑会影响到人才对
企业的选择，若是此类
事件频发，人才“望而
却步”并非危言耸听。
　　企业作为人才引进
的录用，也是直接参与

者，不能将招聘录用当
儿戏。“业务架构调整”
不应成为逃避责任的借
口。在做出招聘决策前，
就应当做好充分的规划
与评估，确保人才引进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能
为人才提供稳定的工作
环境和企业内的发展空
间，如果企业真的面临
突发状况，也应当与求
职者面对面坦诚沟通，
妥善解决问题，并非简
单粗暴地对其拒绝录
用。
　　我们为避免人才引
进成为“空头支票”，
相关政府部门要发挥监
管作用，一方面完成人
才引进政策，明确企业
责任与义务，建立相应

惩处机制，对随意毁约
的企业进行约束，充分
保障受聘者权益；另一
方面，相关部门组织搭
建人才服务平台，为人
才提供政策咨询、劳动
者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
务，让人才在该地安心
扎根。
　　这起事件，已经不
仅仅是个人遭遇，更是
对人才引进工作的警
示。要想真正做好区域
人才引进，要各方行动
起来，真心实意地为人
才着想，为他们创造好
环境，这样才能真正让
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发展好。

■李庆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