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北新街， 这
家名为 “静默咖啡” 的小店于两个多月
前开门营业， 店里的四名咖啡师， 除了
店长之外， 其余三位均为听障人士。 虽
是对外营业的咖啡馆， 但其实这里也是
西一路街道办事处、 新城区残联以及西
安凯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共同创建的一
个残疾人创业就业孵化基地， 旨在为残
障人士提供学习技能的平台， 让他们有
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今年59岁的马俊寿是江西省黎川县
电影公司支部书记， 同时也是放映队队
长。 从1983年开始， 他平均每年为全县
各地放映电影600余场 （次）。 从8.75毫
米电影放映机到如今的数字放映机， 在
37年的电影放映生涯中 ， 设备一直在
变， 但是马俊寿和同事们对于电影事业
的热爱从未改变。 “现在农村大部分是
留守儿童和老人， 有些偏僻农村文化生
活依然贫乏， 那里的人们对电影有一种
难以割舍的情结。 所以只要群众需要，
我们就一直会放映下去。” 马俊寿说。

■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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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岁的龚桂林是四川绵竹人，
他身姿挺拔， 从外表很难看出是一名残
疾人。 而实际上， 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他
双腿截肢， 需要佩戴假肢才能行走。

2008年地震后， 假肢矫形师邹有策
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四川， 为伤员制作假
肢 。 “他帮我适配假肢时总是非常仔
细、 耐心， 那时我就想， 如果我做这份
工作， 能不能做得像他一样好？” 之后，
龚桂林去了医学院康复专业就读， 成为
了一名康复理疗师。 他说希望能帮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 像邹有策一样。

“无声”咖啡馆 静静传递爱

奔走在乡间的电影放映队

在“离婚熟虑期”挽回爱情

自2008年6月开始 ， 韩国正式实
行旨在防止冲动离婚的 “离婚熟虑
期” 制度， 即我国的 “冷静期 ”。 按
照 该 制 度 ， 家 庭 法 院 受 理 夫 妻 双
方提交的 “协议离婚申请书” 后， 会
给予双方1个月 （有子女或有孕的夫
妻为3个月） 的熟虑期。 若过了熟虑
期后仍坚持离婚的夫妻， 须在指定日
期前往家庭法院领取 “离婚确认书 ”
及 “离婚申报书 ”， 并在3个月内将
“离婚申报书” 提交至所在社区 ， 方
能正式产生离婚效力 。 其中缺了任
何 一 个 环 节 ， 都被视为离婚无效 。
2018年由张娜拉、 孙浩俊主演的韩剧
《告白夫妇》， 正好完美诠释了 “离婚
熟虑期帮助一对夫妻挽回爱情” 的经

典故事。
该剧中， 结婚18年的两个人向家

庭法院提交离婚申请书后， 机缘巧合
地回到20年前的热恋时期 ， 并在重
新认识和相处过程中再次确认对彼此
的 感 情 ， 也 解 除 了 长 期 困 扰 双 方
的误会。 而回到现实世界后， 两人由
于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离婚申报
书”， 即离婚无效， 最终大团圆结局。
韩 联 社 评 论 称 ， 韩 剧 中 从 来 不 缺
离婚、 时空旅行等素材， 这类电视剧
已多到让观众感到视觉疲劳。 但 《告
白夫妇》 选择将切入点放在 “离婚熟
虑期 ” 这种新鲜又充满现实感的角
度 ， 再用 “时空旅行 ” 这种艺术手
法， 给观众展现压垮婚姻的各种现实

问题， 并抛下 “离婚前， 是否多想想
过去的种种美好” 等诸如此类的现实
提问。

如今韩国社会对离婚的包容度相
比过去有很大提高， 甚至将离婚公开
拿出来 “晒”， 这与过去韩国人保守
地认为 “离婚很丢人” 形成反差。 今
年11月20日播出的真人秀综艺 《我们
离婚了》 就邀请韩国演艺圈离婚的几
对夫妻重新在一个屋檐下相处几天 ，
围绕对彼此曾经的不满、 不解、 怨恨
等进行交流， 过往婚姻中经历的各种
矛盾和隐私几乎赤裸裸地公之于众 ，
带动节目收视率走高， 播出后不久便
几乎赶上同时段老牌综艺节目 《我独
自生活》 的收视率。

日韩剧集这样演离婚冷静期

日本并没有 “离婚冷静期” 的说
法， 但由于担心女方在婚姻存续期内
意外怀孕 ， 所以规定离婚后女方在
100天内不允许再婚 。 日本法律还规
定， 如果因对方出轨导致离婚， 可要
求支付精神损失费 。 2019年6月 ， 日
本知名导演北野武离婚时将名下200
亿日元 （约合12.75亿元人民币） 的财
产全数给前妻， 被日媒称为 “史上最
贵赡养费”。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 2019年
日本完成离婚登记的数量为21万， 这
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年结婚登记数量
的1/3。 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 ， 日本
影视剧中也不乏以离婚为题材的作
品 ， 如 《成田离婚 》 《最完美的离
婚》 等。 1997年上映的剧集 《成田离
婚 》 主要讲述男女主人公相识后闪
婚， 但婚礼后感情变淡， 并在出国蜜
月旅行期间全面爆发， 回日本后抵达
成田机场便决定离婚。 这部剧反映出
当时日本社会的一大现实： 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期， 日本未婚
年轻女性有很多海外旅行经历， 但男
性却少有出国机会。 很多日本新婚夫
妇都将蜜月旅行选在欧美国家， 第一
次赴欧美旅行的新郎由于不懂当地礼

节 ， 往往在语言 、 饮食等方面很狼
狈， 这让新娘感到与没见过世面的丈
夫在一起很丢人 ， 于是提出离婚 。
“成田离婚 ” 一词也成为当时热词 ，
特指那些如胶似漆的新婚夫妇在蜜月
回国到达成田机场后， 下飞机就办离
婚手续。

尽管 《成田离婚》 描述的是30年
前的日本社会状况， 但影视化创作的
背后也反映出很多日本年轻夫妇对
“离婚” 缺乏冷静。 该剧播出十几年
后， 2013年的日剧 《最完美的离婚 》
则是一部讲述两对年轻夫妇之间错综
复杂的家庭故事， 探讨婚姻观与家庭
观。 剧中， 瑛太与尾野千真子饰演一

对夫妇 。 婚后 ， 两人的生活很不合
拍： 男主角喜欢整洁， 女主角则经常
把家里弄乱； 很少看书的女主角为了
解丈夫去读他喜欢的书， 却因没看完
被吐槽； 女主角打扮得漂漂亮亮， 却
被丈夫无视等。 正是未能经受住这些
生活琐事的打磨， 两人最终离婚。 该
剧探讨的主题与当下婚恋观较为类
似———要保持自我， 不愿在婚姻中将
就。 该剧也向观众传递出 “婚姻的定
义”： 价值观相符的两个人要在相互
妥协 、 忍耐或牺牲的过程中一同成
长， 走完人生旅途。 如果两个人没有
自我反思的勇气， 即便离婚， 问题也
依然存在。 摘自 《环球时报》

在琐碎日常中反思“婚姻定义”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 关于在协议离婚程序中增加30天 “冷静
期” 近日引发热议。 “冷静期” 能挽救婚姻吗？ 对于离婚， 日韩影视作品中也有着多样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