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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危机不等于婚姻死亡

2019年7月底，台州市路桥区法院法

官王选评遇到了一对相恋于校园的夫妻，

两人2005年在大学相爱，2011年登记结

婚，“是女方要求离婚”。

这对夫妻是大学同班同学，经历了6

年恋爱成为合法夫妻，婚后还有了一个可

爱的孩子，“从校园跨入社会的爱情，是很

美好的”。矛盾出现在婚后男方离职在家

专职写小说之后，男方没有了固定收入，经

济压力全落在了女方身上。“男方觉得，自

己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也是一种付出。”王

选评说，两人的原生家庭也不富裕，小夫妻

的感情在捉襟见肘的生活中出现裂缝。

女方在诉状中说，男方曾给过她补办

婚礼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实现。法庭上，为

了证明爱意，男方拿出了女方曾经写给他

的情书。“显然，夫妻矛盾源于生活中积累

的怨气，并非真正的感情彻底破裂。”对话

间，王选评能感受到，双方都很倔，都没有

给对方“台阶”下，“但看得出来，他们的感

情还在。”

最终，王选评作出了驳回的判决，他在

判决书中写道：“原、被告之间存在着严重

的婚姻危机，但尚无法认定为婚姻死亡。

生活目标上存有分歧，是很多夫妻之间共

有的问题，主要看夫妻双方为了家庭、为了

孩子，如何去沟通，去妥协。希望原告与被

告能利用这段分居与法院诉讼的经历，重

新去审视自己的这段婚姻，尽力用行动去

修复它。”

婚姻需要共同付出与担当

长兴县法院法官陈烨曾3次驳回了同

一人的离婚诉求，在他看来，“夫妻之所以

能够从陌生人到结合在一起组成家庭，需

要的不仅是当时的互相爱慕，同时也需要

在日常生活中的付出与担当”。

2005年，缪某与韦某登记结婚，婚后生

了2个女儿，以“恩”“惠”起名。不幸的是，

妻子韦某之后患上红斑狼疮，需长期服药

治疗。病痛和经济压力之下，韦某越来越

不爱开口讲话，日子越过越拮据，感情仿佛

被钱掏空了，夫妻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缪某第3次起诉离婚时，夫妻俩分居已

有2年之久。按常理，法院可以判离，“但他

们情况特殊，韦某患病，需要丈夫更多关心

和照顾，两个女儿也还小，都需要完整家庭

的关心和关怀。”陈烨很清楚，和谐的夫妻关

系、良好的家庭氛围对韦某的身体康复和

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都非常重要。

而且，缪某的父母对韦某赞赏有加。

尽管韦某身患疾病，但她仍然勤劳工作、善

待老人、照顾幼女，两老都不希望法院判离。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生活中只有一种

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

然热爱生活。”陈烨说，缪某不能退缩，要担

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和照料妻子的职责。

判决书里，陈烨写下了自己的期许：

“并非所有人的生活都能一帆风顺，并非所

有的道路是一路坦途。责任与担当，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那就从每一件小事做

起，从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做起。只要原、被

告都能从有利稳定婚姻家庭关系考虑，珍

惜以往的夫妻感情，互相关心、互相体谅，

共同抚育婚生女，原、被告双方的夫妻关系

仍有修复的可能。”

不能生育不是判离的依据

早两年，嵊州市法院法官朱干平遇到

过一个“因女方无法生育，男方要求离婚”

的案子。

“婚姻应该是以夫妻感情为基础、以夫

妻权利义务关系为纽带的结合，是彼此间

幸福的郑重承诺和终身托付。”在朱干平

看来，某种程度上，婚姻被这个社会“程式

化”了，只有生育了子女，才算是一段完整

的婚姻，“但是，与之结婚的是人，并不是

生育能力。”

“小夫妻俩都还年轻，三十出头，现在

医疗手段那么发达，还可以在后续的医疗

中解决生育问题。”朱干平觉得，当时这对

年轻的夫妻因为工作关系分居两地，自然

而然缺乏沟通。

“是否准许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

破裂为依据，婚后是否生育子女、能否

生育子女，并非属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

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衡量标准。”法庭

上，朱干平对两人进行了一次婚姻教

育，“你们结婚时均属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应当明确知道结婚后的担当和责

任。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因生活琐

事产生矛盾本为常态，需要双方理性面

对、正确解决。”

朱干平驳回了离婚诉请，他在判决书

中写道：“原告以被告不能生育为由诉请离

婚，既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也有悖中

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只要原、被告双方能

珍惜婚姻家庭，各自反省自己的不足与缺

点，遇事多体谅、多沟通，互相珍惜、互相尊

重、互相关爱、互相包容，原、被告仍有和好

的可能。”

再婚的缘分应当更加珍惜

10天前，湖州市南浔区法院的法官沈

静开庭审理了一起再婚离婚案，当事人都

已年近花甲。

在这场矛盾中，想要离婚的是杨阿姨，

理由很简单，“双方感情破裂”。杨阿姨的

老伴王叔叔说：“她脾气是不太好，但我不

同意离婚。”

“2007年，他们在各自丧偶多年后选

择了彼此，说明双方对婚姻仍抱有渴望和

期待。”沈静了解到，杨阿姨虽然与王叔叔

已分居3个多月，但在此期间，王叔叔一直

主动与杨阿姨保持频繁联系。

有些时候，老年人也会怄气，沈静说：

“两位老人在未生育子女的情况下共同生

活了十余年，更是体现了双方有着较强的

感情基础。”

“再婚的缘分本就不容易，走过半辈子

的相遇，应该更明白平淡生活的意义。”为

尽力理顺两位老人的“心火气”，沈静在判

决书中写道：“双方现均已年近六旬，生活

中虽少了些许浪漫与激情，但多年的生活

已让双方能默契与温情地过好往后的生

活。希望原告能多多念及往日夫妻情分，

被告在处理家庭琐事的方式方法上能有所

改进，双方能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珍惜来

之不易的夫妻缘分，互相扶持、互相照顾，

共同度过晚年生活。”

虽然离婚诉求被驳回，但杨阿姨没有

上诉。

“驳回原告的离婚诉讼请求”
几份判决书的背后，是司法对婚姻生活介入的节制性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高媛萱 胡芦丹 俞冲 丁洁 朱婧

民法典草案拟引入离婚冷静期，“离婚自由”话题再次刷屏网络。很多人

认为，结婚自由必然等于离婚自由。而在中国式离婚诉讼中，一直有一个“潜

规则”：初次起诉离婚时，只要不是家暴虐童、赌博吸毒等恶性事件，法官们往

往都会劝返，“再想想吧”；即使第二次第三次起诉离婚，也有被驳回的可能。

为什么判不离？法官说，其实理由很简单，这是司法对婚姻生活介入的节

制性，希望婚姻里的当事人能借此厘清生活的方向。

古井情深留住城市记忆
一群小人物在小巷做的小事，却关系着民生大事

（上接1版）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自来水逐渐走

入老百姓家里。待挑井水而晃到地上、

长长短短伸向各家的水迹变得零零散

散，古井也逐渐静默于旧时光深处。早

些年，倪定珍的哥哥倪金富凭借记忆和

广查资料，画出当年古井的样子，制成了

一张手绘图。但当他循图找去时，许多

井已不见踪影。

“古井护卫队”在行动

井，在城市中的使用价值逐渐在衰退，

但在城市景观、文化传承上的价值依然仍

不可替代。如何来保护这些水井？2017

年5月，紫阳街道居民自发组成“古井护

卫队”，设立“民间井长”，并成立了“民间

古井研究协会”。这也是杭州市首个民间

古井保护团队，队员年龄在65岁至70岁

之间。

“从个人到协会，可以说我们都是从一

片空白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宁国良有些

不好意思地说，他也是在担任协会副会长

后，才慢慢开始对古井有所研究。他是那

种事无巨细都善于明察而细究的人，“现在

成员人数精简到15人，比刚开始少了将近

10人”。在宁国良看来，尽管人少了，但都

很干练，办事认真且能吃苦，“这也是协会

更加规范高效的表现”。

自从当上顶针井和清凉井的井长后，

倪定珍每天都要对古井进行巡逻，观察井

水是否浑浊、井边是否有破损塌方等，发现

情况立马上报。“流水不腐，用起来其实是

对古井最好的保护。”倪定珍说。

像此前进行危旧房整治的花生弄，一

开始曾打算将其中的16号井也列入统一

整治名单中，最终在居民的提议下决定修

缮水井，留住历史。改造后，原本的大石井

圈换成了内圆外六边形的水泥井圈。此

外，边上的居民还自发在井上安装了抽水

机，并通过水管和水龙头连接到每家每

户。看着老墙门里生活日新月异，伴随着

清澈井水的回归，居民们又开始围井聊天，

大家对水井也倍加珍惜。

除了保护，协会希望从水井里“打

捞”出一些厚重的历史文化来。于是，

协会查阅文献资料，核对居民口述内

容，编写了《坊巷古井名录》，讲述杭州

古井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为每一口古

井上了“户口”。

据了解，我省共有古井资源3420处。

今年，“实施古井水源保护工程”被纳入今

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这也反映了百

姓的期待。相信不久的将来，那一方幽深

的井水，将继续带着灵气，继续流向富有朝

气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