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友A：

•身邊不少北漂朋友都大齡單身，其實真正不想
結婚的是少數， 「想結婚卻沒有合適的結婚對
象」 佔大多數，大家對愛情、婚姻抱有一定期
望，希望能擁有另一個人的支撐、理解和陪
伴，這也是俗世大多數人的願望吧。

小企業經營者范先生：

•隨着年齡增長，特別是年過三十歲以後，往往
會害怕遭遇挫折時沒有人安慰。因此選擇結
婚，就是希望有人可以依靠，有人能為自己分
擔壓力，有人可以解答迷惘和疑惑。

網友B：

•作為一個 「北漂」 ，很多時候我都是一個人，
一個人上班下班，吃火鍋、做美甲，朋友都各
自忙碌，回到家也是一個人。我想從一個人變
成兩個人，想回家時家裏有一盞燈，這就是我
最想結婚的原因。

責任編輯：王夕子 美術編輯：馮自培

剛剛過去的甲辰龍年春節， 「每逢佳節被催婚」 也再
度成為內地單身青年的 「難關」 ，不僅 「80、90

後」 被花式催婚，就連剛到法定婚齡的 「00後」 也未能
幸免。與家長們的熱切關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部分青
年人對婚姻表現出奇 「冷靜」 ，甚至在網上細數自己

「不想結婚的理由」 ，認為與婚姻生活相比，自由無拘
束的單身生活顯然更具吸引力。但也有不少年輕人對婚
姻組建新家庭充滿期待，並且希望婚姻美滿的同時，也
能孕育新生命。對於當代內地年輕人而言， 「結婚」 究
竟是 「必經路」 ，還是 「選擇題」 ？

憧憬美滿婚姻 也愛自由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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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相互依靠
俗世中尋伴侶

觀點 1 觀點 1
柴米油鹽皆貴
養家力不從心

河北某大學應屆生王玲玲：

•大學應屆畢業生的求職競爭非常激烈，地域流
動性也很高，在大學談的男友將來很難保證能
在同一個城市就業，而 「異地戀」 的結局很大
概率是無疾而終。我就是小鄉村出來的人，沒
什麼背景，沒錢沒能力絕對不婚不育。

教育機構工作者齊女士：

•每次和男朋友討論結婚話題總會預見到很多麻
煩，買房和孩子教育問題會令生活成本不斷攀
升。無房貸無車貸無後代，只需照顧好自己的
身體、開心就好，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企業職工小張：

•我雖然結婚了，但是以一個過來人的角度來
說，如果雙方家庭條件一般，真的不建議結婚
生子。剛剛放開二孩的時候我們夫妻要了二
胎，發現現在嬰兒車還有幼兒園等等都貴得可
怕。二寶拉扯了幾年，家裏老人又開始生病做
手術，經濟狀況非常緊張。

在許多父母
看來，為子女婚

戀把關是表達愛意的方式，依託他們
的 「正確經驗」 讓孩子少走彎路。但
在子女眼中，這嚴重干涉了他們的自
由，是一種缺乏邊界感的體現。復旦
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奕雯認為，兩
代人婚戀觀念的差異不應該放到二元
對立的衝突上來理解，這背後不是兩
代人的衝撞，而是兩種社會背景的不
同，兩代人只有通過互相理解和尊
重，家庭與婚姻關係才能更好地適應
社會變革的步伐。

社會發展和穩定需要年輕人結婚
生子、孵育人才。而提高結婚率和生
育率，需要全社會調動起來，完善福
利體系，優化保障制度，促進就業等
等。 「年輕人表面上是不結婚，實際
上在堅持愛情。這是社會的進步，也

反映了年輕人的精神追求。」 復旦大
學教授梁永安曾說，好的婚姻有感情
基礎，是非常靈動、溫暖的，沒有愛
情的婚姻是不幸的，是生命力的缺
失。對於催婚現狀，梁永安表示，結
婚是全世界人類生活最不能催的事
情，催出來的可能比催熟的水果還難
吃，沒幸福不香甜，而且危機重重。

近兩年，極簡婚禮也逐漸成為一
種新的流行趨勢。北京市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王鵬認為，現在流行的 「三無
婚禮」 （無車隊、無接親、無伴郎伴
娘）反映了年輕人敢於樹立新風、移
風易俗，更相信感情和價值觀的共同
才是婚姻的基礎。以 「質」 而非
「量」 來定義婚禮，這種從悅人到悅
己觀念的轉變，反映出了年輕人自我
意識的增強。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郭瀚林

婚姻貴在悅己
切忌揠苗助長

專家觀點

兩人合成一個家
婚姻是家庭紐帶

單身族海闊天空
婚姻不是必修課

降低生育風險
盼新生命降臨

觀點 2

網友C：

•想想我結婚的原因也挺簡單的。本身我對婚姻
沒什麼憧憬，但我很想有自己的孩子。年紀越
來越大，生育的風險也會增加，早點結婚、早
點生寶寶就能更好地恢復，保持一個更好的身
體。反正我這麼想要小孩的人，早晚都要生還
不如現在就生！

在讀博士岑小姐：

•從大學到博士，我與男友感情一直很好，目前
雖然沒有結婚打算，但有時也會擔憂一旦錯過
最佳生育時間就會失去當母親的資格，未來想
生不能生的時候就會後悔。當然，我想我們會
理性、務實的走向下一階段。

退休職工孫阿姨：

•現在年輕人一直不願意結婚，但一個人老的時
候咋辦？父母總有走的一天，指望朋友，指望
親戚？我爸住院時，一個病友老頭就是無兒無
女，最後居委會辦的後事，人一輩子最後活成
這樣太委屈自己了。

肩負成家責任
攜手白頭到老

觀點 3

銀行職員林小姐：

•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會誤認為婚姻是一種枷
鎖，但其實結婚應該是真愛最終的見證，是神
聖而莊重的。而且人活一世是有社會責任和家
庭責任的，上要孝敬父母，下要教養子女，不
能只為自己快活。

網友D：

•很多人說對婚姻沒有信心，想想我自己，我每
次冒出強烈的 「想結婚」 想法的時候，都是感
受到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特別和諧幸福的時
候。我想延續這種幸福，也想成為創造這種幸
福的人。

家庭主婦邢大姐：

•對於許多父母來說， 「催婚」 其實不是一種逼
迫，而是希望子女能夠扛起生活的責任。基於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婚姻或許可能沒有
那麼多浪漫的激情，但兩人同樣需要有白頭偕
老的決心。

觀點 2
養兒未必防老
獨身自得其樂

32歲金融從業者田小姐：

•我的領地意識強，不能忍受別人長時間在我的
生活裏。相比勞累一天回家還要辛苦帶娃，我
更願意把工作之外的時間投入到健身、釣魚、
騎行和學習技能提升自己，過得更加輕鬆快
樂。

白領張女士：

• 「為什麼不結婚」 這個問題本身就帶着一種居
高臨下的道德審視，彷彿結婚就是正確的，不
結婚就是錯誤的，我不喜歡用別人的尺子丈量
自己的生活。只要用心活好每一天，老了就沒
什麼可後悔的。

高校助教楊老師：

•為了「養兒防老」結婚，真的 「防」 得住嗎？並
不是有了孩子老了就靠得住，也不是不結婚，
老年生活就會悽慘，所以這個理由我覺得靠不
住，還是應該努力讓自己的生活充實精彩。

觀點 3
真愛世上難求
以耐心換良緣

遊戲建模師小余：

•我年過三十，目前的狀態是遇到了我心目中適
合結婚的姑娘就結婚，遇不到就單着。既然選
擇了期待真愛，那就同時也做好了一輩子不結
婚的準備。

29歲金融從業者裘小姐：

•近幾年家裏給我安排不少相親，相親對象從家
世清白、樣貌出眾的海歸青年到文化水平不高
的小老闆都有，但是我都看不上。別人覺得我
太挑，但其實我只是想找個三觀契合，有事一
起做、有話一起說，互相陪伴的心靈伴侶。

30歲插畫師岑小姐：

•我和我的男友都不急於走入婚姻。我見過太多
原本甜蜜的戀人因為房子、車子、婆媳關係等
世俗原因，最後變得相看兩厭。結婚帶來的一
系列責任太重大了，決定之前一定要多觀察、
多考慮。

步入婚姻前需要考慮的因素

▲ 「養兒防老」 之餘，社區養老也為老年人享
受晚年生活提供助力。圖為北京某社區志願者
陪老人聊天。 新華社

▲深圳市某醫院為 「準父母」 開設產前教育課
程。

感情
狀態

家庭
情況

二人真正相愛，願意共同承擔
婚姻責任和義務

家人是否支持，是否存在難以
協調的文化差異

經濟
狀況

生活
方式

穩定承擔家庭生活開支，婚後
收支怎樣分配

生活節奏是否相似，有共同的
興趣愛好和發展目標

法律
問題

健康
狀況

充分了解相關法律法規，必要
時可簽訂婚前協議

對方健康狀況是否良好，是否
隱瞞遺傳疾病等

生育
意願

是否願意共同承擔撫
養子女的責任和義務

▲四川省成都市一對新人在領取結婚證後手舉 「我們結婚啦」 的字樣拍照留念。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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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眾結婚年齡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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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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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之後
結婚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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