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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婚，没什么不好理解
然而，无论家长们怎么催，当代女

性的结婚年龄确实越来越晚了。第六次

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每个省市的未婚女

性都占本省市女性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称，2019 年，中国平

均初婚年龄已经提至 25 至 26 岁，为历

史最高。

这仅仅是全中国的平均值，事实上，

城市女性的初婚年龄还要推迟。根据湖

南 2018 年一项面向 300 位居民的问卷调

查显示，68.63% 的人认为 28~35 岁初婚，

才算作“晚婚”。如此看来，天下似乎再

无“恨嫁”一说。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的女孩

子越来越晚结婚，甚至不想结婚了呢？

尽管家长们很不理解，但是在专家

眼里却不算个事。来自中共湖南省委党

校的徐芳教授在《当代晚婚不婚女性婚

姻观研究》一文中就指出，“晚婚趋势是

社会发展的结果”。

老 话 说 ：“ 嫁 汉 嫁 汉， 穿衣 吃饭。”

过去，女人没有经济能力，只能“在家从父，

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终其一生，都

在家庭之中扮演从属、服从的角色。新

中国成立以后，宣传男女平等、保障妇

女权益、创造就业机会，使得男尊女卑

的传统封建家庭文化进一步被瓦解。

“她们希望在职场上获得更多成就，

接受更多教育，在婚姻中也更追求尊重

和舒适。”徐芳说，这些都需要一个必

要的过程，迈入婚姻的时间自然有所推

迟。

另外，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男女平等

思想的深入人心，也让女人们开始

重新思考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就

如徐芳所言，“传统社会认为

女性在家庭中须无条件地

顺从、相夫教子、照顾老

人， 承 担 家 里 大 小 事，

从 来都是 要求女性为

家 庭做些 什么，但 是

家庭又能为女性做些

什么呢？”

豆瓣上大量的“吐

槽贴”，证实了这种对传

统 婚 姻 的 反 抗 ：“30 岁

生完孩子事业基本就终结

了。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也不

敢上，因为下班还要赶回家陪

孩子。”“结婚了之后好像家务、做

饭变成我的天然责任，老公根本不帮

专家解读“晚婚不婚的当代女性” 

催婚的爸妈必看：女儿为什么不着急结婚

这个国庆长假，25 岁
的长沙女孩阿阳再一次
被意料中地催婚。朋友圈
里每一对新人的出现，都
会引发阿阳爸妈的感叹：

“你的同学都结婚了，你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仅如此，阿阳还接到了
不少陌生男士的电话，一
问才知道，是妈妈让亲戚
散播了她的电话，还美其
名曰“认识更多优质男
性”。

“你现在这个年纪还
是优势股，再晚两年就没
得 挑 啦！” 每 当 阿 阳 向
妈妈发难，得到的都是这
样的答案。可是在阿阳心
里，自己才研究生毕业一
年多，事业才刚刚起步。

如果你像阿阳一样，
今年 25 岁，没有谈恋爱，
那么她的遭遇你一定不
陌生。而事实上，在催婚
这件事上，苦恼的可不只
是女孩儿们，家长们更苦
恼，而且他们还深为不
解：“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都不着急结婚了呢？！”

忙。”

“其实，选择晚婚的女人并不

是有意地挑战传统家庭婚姻伦理

观，她们单身也不是要拒绝男人、

拒绝爱。”徐芳说，晚婚女性提倡

的是一种充实、自主的生活，对于

选择什么样的人组建家庭，她们

理性而充满力量。

她很可能在等一个
“契合的灵魂”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

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的灵

魂。”李宗盛一首《晚婚》或许唱

出来不少大龄未婚女性的心声。

在徐芳看来，现代男女在婚姻

需求上的相互错位，也是晚婚盛

行的原因之一。

在婚恋规则中，一直流传一种

“甲女丁男”的理论。男性对优秀、

学历高的女性望而却步，反而让“甲

女们”择偶空间狭小，较为被动，

所以被迫“剩”了下来。

另外，在婚恋选择上， “甲女

们”也更加浪漫。她们对精神追

求、生活质量有自己的标准，对多

元的婚姻观较为认同，注重内心

的满足和现实中的成就感。她们期

待婚姻带来的是尊重和舒适，如

果没有合适的伴侣携手进入婚姻，

宁愿高质量地独身。同时，由于对

工作热情，她们希望伴侣能够为其

分担家务、育儿的重担。但是传统

的“男主外”观念使得男性参与家

庭生活不多，造成男女双方婚恋观

的错位。 

从大环境来看，一些不得已的

外在因素也在影响女性的择偶观。

我国属于人口流动较大的国家，随

着就业、交流的要求，很多青年男

女的流动性较大。女性年轻时选

择到外地、发达地区拼搏，等攒

够工作经验和年限后又回到自己熟

悉的或者喜欢的城市生活。这些都

会影响到结婚时间的选择。

如何让她们早点结婚
晚婚或者不婚是个人的选择，

但站在社会的角度，徐芳却认为，

若以三年为一代新生儿降生来计

算，初婚年龄每推迟三年，就会

影响一代新生儿的降生，晚婚客

观上降低了社会生育比率。

而且在城乡关系中，青年男女

的婚配本就不均。女性推迟结婚

导致青年男性无法找到匹配的伴

侣而被迫独身，加大了婚配的竞争

压力，最终青年婚配比例失衡，社会暴

力犯罪上升。另外，城市大龄女性的大

量存在也会对社会的人口结构、家庭组

织都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如何在尊重女性意愿的情况

下，改善、缓解当代女性的婚姻状态呢？

徐芳在《当代晚婚不婚女性婚姻观研究》

中给出了建议。

首先，应该注意引导社会接受新型

婚姻观。社会舆论对女性婚姻状态过

分的关注反而会给未婚女性造成心理

压力，引发对立情绪。事实上，在男女

平等深入人心，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提高

的今天，我们应该给女性一个更宽松的

舆论环境，而不是用传统的眼光去要求

当代女性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女性晚

婚不婚是个人自由的选择，不应该横加

指责。  

与此同时，近年来，婚恋市场乱象

频频。部分女性经历了部分婚恋平台

的乱收费、信息泄露后，不太情愿主动

去借助平台寻找合适的伴侣。同时，一

些城市公园相亲角虽然是家属自发组织

的，但由于一些家长没有隐私保护意识，

也存在未婚女性的隐私被不法分子利用

的情况。因此应严惩婚恋市场中介机构

的违法行为，防范因相亲角引发的隐私

泄露问题。

在这一点上，社会各界应该通力合

作，创建合法、合规的青年联谊交友平

台，帮助当代女性扩大与异性的交往范

围，提高她们婚恋的成功机率。政府、

社区及有关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建立一些

婚姻介绍所、婚恋网站，开辟电视相亲

节目、相亲会等，为高知女性提供更多

的信息资源和快捷途径，帮助她们去认

识和了解适婚对象，提高相亲成功率。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很多晚婚不

婚女性考量的是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她

们不愿意放弃自身对学历、事业、生活

的追求，不愿意与社会脱节或者是惧怕

社会对其有工作歧视。因此，健全法律

保障体系，保障女性进入婚姻后的再就

业是解决她们对工作的顾虑，安心走进

婚姻、承担养育孩子责任的办法之一。

当然，女性也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

理性调整自己的婚姻价值观念。其一

是择偶时可以选择与自己互补的异性，

不必拘泥于强势地位的男性，对一些

经济实力较弱但是性格互补的异性可

以纳入可选择的范围。其二，城市晚

婚女性要理清面对的现实。一些经济

优秀的男性在条件上符合预期，但是

却在年龄上不将大龄女性作为结婚的

首选，因此这类女性在年龄上与年轻

的女性相比处于劣势，而这一劣势短

期内又无法消除，因此务必调整自己

的价值观念，适当降低自己的择偶标

准来实现拥有美满婚姻的目标。换句

话说，当代晚婚不婚女性在认识自身

不足的同时，要适当降低预期，才能

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择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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