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与杨兰都是外地人，在静海区打工期间相识，同
居生活大约两年，期间二人感情不错。在2023年11月，二
人开始谈婚论嫁，并于当月领取了结婚证，当年12月举办
了婚礼。就在二人开始寻常人眼中的甜蜜婚姻之际，意外
接连发生。

婚后一个月，杨兰突然晕倒，随即住院治疗。几天
后杨兰出院并没有回共同的小家，而是被她父亲直接
接回外地老家，再也没回来。期间李志去杨兰外地娘
家探望，被她父亲赶出来。矛盾自此产生，并逐渐激
化。李志见妻子回来无望，于是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
返还彩礼。

庭审时，李志说，自己去杨兰娘家接她回家时，被岳父
拒绝。起因是，他感觉妻子的精神有点不对劲，希望接回
去带她到医院看看，早日康复后共同生活。岳父一听大
怒，说自己女儿的身体本来好好的，跟他领证结婚后就犯
病了，这是被李志“方”的。李志竟然让自己的女儿去医院
看精神科，这不是说女儿有精神病吗？

李志要求女方退还彩礼17万元，包括以彩礼名义给女
方的15万元和2万元改口费。杨兰的父亲说，自己请“大
师”给女儿看病先后花了十几万元，彩礼钱早就花光了，自
己还搭了不少钱，一分钱也不会返还给李志。

最后该案成功调解，双方各自让步，女方返还男方彩
礼5.5万元。

有点意外的是，案件了结后，李志提出再见杨兰最后
一面。经法官协调，二人在调解工作室相见。李志对杨兰
说，“看到你挺好的我就放心了。”杨兰听到这句话后，泪水
盈眶。二人从此一别两宽毫无瓜葛。

■法官释法
兰小叶说，在彩礼纠纷中，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作为

彩礼是否应当返还以及返还数额的重要考量因素。该案

中，双方虽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后不到一个月便分居，

但男方不存在明显过错，彩礼应予部分返还，同时考虑到

二人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前已共同生活大约两年，共

同生活时间较长，返还数额大的话，对女方也不公平。

■专家点评
天津大学法学副教授曾艳说，在彩礼纠纷中还需要注

意区分彩礼和恋爱期间一般赠予。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

般赠予相比，最主要的区分是赠予的目的不同，彩礼的给

付一般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直接目的是缔结婚姻关系，

有其相对特定的外延范围。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予主要是

为了增进感情、表达爱意，由一方自愿无偿给予对方，在婚

约解除或离婚时，不予返还。

《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

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

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

定彩礼范围。改口费是否认定为彩礼，要考虑当地给付彩

礼的习俗及给付标准，并结合给付时间、方式和财物价值

等事实来认定。如根据当地习俗，改口费是订婚环节的一

部分，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且数额较大，则具备了彩礼的

特征，属于彩礼范畴。如改口费是双方交往过程中，走亲

访友时男方亲友按照当地交往礼仪给女方的红包，则宜认

定为男方亲友在往来中的正常赠予行为，不属于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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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彩礼纠纷如何认定怎么返还？
法院以案释法 倡导文明婚俗

■本报记者 张照东 高立红

“前些年彩礼还是几万元，这几年越来越高，大多在20万元以上，
有的高达30万元，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静海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海法院）静海镇法庭庭长李振亚向记者介绍
起当地的彩礼行情。

李振亚说，近些年彩礼纠纷增多，多是出现在离婚诉讼中，彩礼纠
纷多的原因也是离婚案件增多。以静海镇法庭来说，一年受理离婚案
件高达三四百件。以前婚姻延续时间长、彩礼数额小，离婚析产时很
少有争议彩礼的，即使涉及，按照法律，彩礼基本不予返还。现在很多
离婚案件婚姻延续时间短的只有一二年，甚至刚领证就闹离婚，数额
不菲的彩礼成为主要争议部分。

该法庭法官兰小叶说，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有人不顾对方
家庭经济情况，盲目将彩礼多少视为衡量爱情的标准；有人认为彩礼

越多越显得自己有面子，攀比之风悄然蔓延。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
使给付方家庭因彩礼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
彩礼纠纷案件审理多了，兰小叶深有体会地说：“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
庭幸福的秘籍，反而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不仅不利于婚姻关系的
建立和长期稳定，甚至容易引发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影响
了社会和谐稳定。”

李振亚说，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后，旗帜鲜明地反对借婚姻索
取财物，弘扬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静海法院发布数个涉彩礼纠
纷典型案例，意在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引导社会形成文明风
尚。下一步，静海法院将持续聚焦涉彩礼纠纷的难点、堵点，以矛盾纠纷
诉源治理为抓手，加强家事纠纷诉源治理。

二婚能走到一起不容易，二人没有好好经营婚姻一
直走下去，反而因彩礼对簿公堂。

王虎与孟梅都曾有过一段婚史，男方单身，女方有一
个孩子。经人介绍，二人开始以结婚为目的交往。本来
就是同学，以前彼此认识，大家都很看好他们，他们自己
起初也这么认为，所以交往时间不长就按照传统习俗举
办了婚礼，向亲朋好友宣告他们自此是夫妻关系，之后开
始共同生活。男方按照风俗给了女方20万元彩礼，之后
又陆续买了各种礼物，花费共计6万余元。

不久他们发现，相比同学关系，婚姻关系更难维持。
前者没有利害冲突，后者则需要磨合理解包容，还涉及双
方家庭。婚后不久，女方认为男方为人小气，就以各种借
口回避与男方的同居生活，不是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过夜，
就是回娘家。男方急着要个孩子，女方却不急。二人矛
盾越积越深，终于在一次大吵一架后，女方搬走再也没回
来（后来在法庭上，经过双方共同回顾，二人共同生活时
间为半年左右）。

男方的父母忍无可忍，堵到女方娘家门口索要彩
礼。双方矛盾升级，女方报警。后男方向静海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诉求女方如数返还彩礼20万元、各种花费6.6
万元，以及自己为给女方修车花费的几千元。

法庭上，双方争执激烈，各不相让。男方认为，诉求中
的各种钱，女方都应予返还，一分也不能少。女方则认为，
花销的部分不应返还，彩礼可以返还，但只返还不到一半。

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双方之间的争议标的是26.6万
元，其中20万元属于彩礼，应适用与彩礼相关的法律法
规，6.6万元是男方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陆续给予女方
的，视为赠予，不予返还，也不适用彩礼相关法律法规。
至于汽车修理费，因为男方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法院未予
认定。

女方辩称，20万元中，有的自己用来给男方父母买
东西了，这部分钱取之于男方用之于男方，不应算进争议
的彩礼数额。

最后法院判决女方向男方返还彩礼15万元。双方
都没有上诉。

■法官释法
兰小叶说，彩礼的范围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

为目的，男方按照习俗，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

方赠送的聘金、聘礼。彩礼的范围包括订婚时给付数

额较大的见面礼、举行婚礼前给付的彩礼款。结婚典

礼时双方收取的礼金及举办婚礼的费用均不属于彩

礼。本案中，双方虽同居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符

合应予退还的法定情形。考虑原、被告同居时间尚短，

综合地区风俗、双方交往及发生矛盾原因，具体返还数

额酌情确定为15万元。

■专家点评
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

还，但也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规定》第六

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

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

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

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宝坻区这对小两口没有领证，只是过了彩礼，举
行过民间传统意义上的订婚礼，并且双方还以夫妻名
义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女方还有过一次怀孕
并流产的经历。

小美与小浩经人介绍相识，小美比小浩大两岁，
小美离异，孩子归前夫，小浩没有婚史。在“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后，二人没有领取结婚证，但举行了订婚仪
式。女方住进男方家中，与男方及其父母住在一套农
宅里。同居不久，女方怀孕，几个月后流产。后来，双
方还举行了传统的结婚仪式，男方给了女方彩礼10万
元。女方用其中8万元买了一辆国产车，登记在自己
名下，又买了金首饰若干，留给自己佩戴。

两家父母认可了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小两口的感
情却并未像双方老人期待的那样进展。因为性格理
念等多方面不同，同居一年多以后，双方感觉日渐疏
远，后女方在母亲生病后回娘家未归。男方一再沟通
无效，多次要求女方返还彩礼未果后，到法院起诉。

法庭上，双方一致认可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同
居期间购买车辆归被告个人所有，同居期间购买的
手镯和项链归被告个人所有，上述物品均在被告掌
控下，双方一致表示目前的纠纷在于本案标的彩礼
应否返还和返还数额。

原告认为，他们给被告10万元是以结婚为目的，
二人再无结婚可能，被告应当返还彩礼。

被告认为，《规定》第六条，未办理结婚登记，共同
生活的，法院应当根据彩礼的使用等情况确定返还比
例，双方均认可同居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并且被告
怀孕又流产，彩礼用于购买车辆首饰拍摄婚纱照，早
已花费，并且在同居期间偿还原告房贷9万元。因此
彩礼不应返还。

最终，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综合本地
区风俗、双方交往同居、孕育情况以及发生矛盾原因，
法院判决将彩礼返还金额酌情确定为3万元。

■法官释法
宝坻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坻法院）法官裴悦杰

说，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双

方已经共同生活一年多，且在此期间被告曾经有过妊娠

经历。如果仍然严格遵循司法解释的规定返还彩礼，忽

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

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载着给

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曾经有过妊娠经历或生育子

女等情况。因此，裴法官认为本案不能将双方未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作为彩礼返还的唯一考量因素。

■专家点评
司法实践中共同生活长短会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

还以及返还比例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此外，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

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

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双方同居生活

一年半，特别是女方没有明显过错，且怀孕流产过，这是

本案彩礼返还比例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彩礼是组建新家庭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却牵动着
移风易俗树新风、保障婚姻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大
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彩礼新规正式施行以来，我市多家
法院在及时公布彩礼纠纷案件，以案释法、引导文明婚俗
的同时，还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将法律送到群众身边，帮
助人们理性认识彩礼，从源头上减少彩礼纠纷案件发生。

作为全市婚俗改革试验区之一，前不久，静海法院与
静海区妇联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为静海区“和家暖心”调解
工作室揭牌。“和家暖心”调解工作室立足当前涉彩礼返
还纠纷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的实际情况，积极引入“志愿服
务”社会专业力量，组建“家事调解帮帮团”，建立“法官+
调解员+书记员+N”调审模式，为有需求的妇女儿童和
家庭提供法律咨询、案件调解、情感疏导、援助帮扶等一
站式暖心服务，坚持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刘辉是宝坻法院民一庭庭长，审理民事案件多年，对
区内“家长里短、婚丧嫁娶”引发纠纷的内在原因比较了
解，意识到多下点功夫在“法庭外”有助于诉源治理民事
纠纷。2020年5月，宝坻法院与宝坻区妇联联手成立“辉
姐讲家事”普法栏目。4年来，在线上线下开展了几十场
法律宣讲和法律咨询活动，内容包括民法典所涉及的个
人权益侵害、家庭财产纠纷、婚姻彩礼返还等，深受当地
群众欢迎。今年，“辉姐讲家事”栏目升级，由宝坻法院家
事审判团队组成宣讲团，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基层讲法、释
法，助力形成良好的家教、家风。

日前，刘辉通过直播的形式，为宝坻区811个村居的
4000余名基层法律工作者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民法典培
训课。刘辉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彩礼规定及实务热点问题入手，结合自身审判工作实
践，围绕彩礼与嫁妆等贴近实际生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说理、全面深刻的解读，用生动的语言以案释法、
现场答疑，让基层法律工作者们进一步知法、学法、守法、
用法。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前不久，在滨海新区中塘镇文明实践站二楼礼堂，一场
妙趣横生的《彩礼那些事儿》情景剧上演。情景剧以模拟法
庭的形式展开，再现了一起婚约财产纠纷的庭审现场。演员
们（塘沽中心法庭和大港中心法庭干警）通俗易懂的语言、生
动有趣的表演让台下观众沉浸其中。情景剧结束后，法官针
对情景剧中的法律问题一一讲解，细致解释了判决的依据和
理由。观众对“沉浸式”普法非常认可，不仅学到了法律知识，
理解了法律背后的“人情味儿”，更理性认识到高额彩礼不是
家庭幸福的“安全锁”，反而有可能成为美满家庭的“拦路虎”，
以实际行动摒弃陈规陋习，传播文明新风。

这场别具一格的情景剧是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开展的
“法在身边，与你同行——高额彩礼诉源治理”法治宣传
教育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据了解，该院依托“枫桥式人民
法庭”创建示范活动，通过对高额彩礼诉源治理法治宣
传，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婚恋观，持续深入推进家事纠纷诉
源治理，进一步优化婚姻家事矛盾化解。

婚后就分居

15万元彩礼返还5.5万元

案
例
1 未婚同居

20万元彩礼返还15万元

案
例
2 未婚怀孕后流产

10万元彩礼返还3万元

案
例
3

法院在行动

帮助人们理性认识彩礼
不能放手啊！

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艳作为深耕婚姻家庭法、
继承法方向的民法专家，多年来一直关注与彩礼相关的
法律问题和引发的社会问题。

她连续多年在授课过程中面向选课学生进行彩礼
问卷调查，班上近七成学生都认为“彩礼是一种婚俗，应
当予以尊重”。这个在高校学生中进行的小样本调查虽
然不具有权威性，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年轻人包括受
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结婚必要的婚俗还是很重视，
也说明彩礼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

曾艳说，作为我国古代婚姻风俗中的“六礼”之一，彩
礼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重要象征，适当数额的彩礼是双
方表达情意的重要载体，更蕴含着双方及其家庭对婚姻的
美好期盼。然而，一些地方出现了以高额彩礼、“天价彩
礼”作为婚姻“价码”的现象，近年来，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
上升趋势，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也破坏公序良俗。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对高额彩礼、大操大
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提出工作要求。

当然，移风易俗，不是一刀切地否定传统风俗，要正确
看待彩礼存在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风俗是法律演进的
源泉，同时风俗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弥补了法律调整
机制的不足，风俗的合理利用是国家法律的延伸部分和重
要的支持系统，也是当代法治的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

首先，要区分彩礼和借婚姻索取财物，不能把彩礼
不分青红皂白地归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前者属于民间
习俗，法律不能一禁了之，这实际上也不现实；后者则是
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对此无论是《婚姻法》还是民法典都
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2024年2月1日，《规定》正式施行，强调禁止以彩礼为
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并对彩礼范围、返还条件等予以规范。

理论界目前对彩礼给付的性质尚未达成一致，存在
附解除条件赠予说、证约定金说、目的赠予说等。《规定》
倾向于将彩礼给付认定为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赠予。
这里的婚姻目的并非仅指办理结婚登记这样一个即时
行为，更多的是长久共同生活，甚至孕育子女等等，因此
在很多实际案件中，彩礼给付目的的实现程度，可能并
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绝对状态。

其次，彩礼纠纷虽小，但牵涉男女双方及其亲友等人
的利益。退与不退，退多与退少，哪些是彩礼，哪些不属于
彩礼，认定都要有章法，有理由，合法律，顺民意，让人心服
口服。对于复杂多样的彩礼纠纷个案，司法解释作出原则
性规定，对于如何正确审理此类案件，则需要各地法官吃
透当地社情民意，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地作出正确裁判。
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处理，以求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譬如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
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
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不同的个案会有不同的认定。

再者，要高度重视调解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倡
导婚姻家庭文明新风。一个社会文明新风的形成，不能
单单依靠人民法院单打独斗。总之，通过综合施治，让
婚姻中爱的权重日益加大，彩礼中礼的分量日益厚重，
移风易俗，夯实幸福、美满婚姻的根基，最终使家庭作为
社会和谐稳定的细胞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民法专家

让彩礼回归“礼”性

一定要拿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