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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雪炎

“智者不入爱河”“儿女情长什么的影响大哥走江湖”“是手机不好玩还是剧不好追？为什么一
定要谈恋爱”……如今，说起恋爱，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年轻人在网络上留下这些“狠话”。

随着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和行为也在不断被重塑。比起上一辈，现在的
年轻人对待婚育的态度有哪些变化？他们真的不向往爱情和婚姻了吗？

4 月 8 日，在岳阳“婚育服务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暨“婚育文化开讲啦”现场，中央民族
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菊华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分享了她的一些看法。

一场讲座深度剖析

“婚恋观，顾名思义包括了两个关

键词，一个是‘婚’，一个是‘恋’。传

统社会很多都是有‘婚’无‘恋’，

但现代 社会更 多是没有

‘恋’就没有‘婚’。”

4 月 8 日， 在 湖 南

理工学院大会场，

杨菊华首先就从

婚恋观的字面意

思与大学生们展

开交流。

在 杨 菊 华 看

来，婚恋观是两性

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在恋爱与婚姻中的

具体体现。随着社会发展，

年轻人的婚恋观发生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

“首先，就是从盲目结

婚到自由恋爱，恋爱的动机从婚姻目的

转变为情感目的。”杨菊华说，传统的

直到掀开盖头时才知道结婚对象是谁

的方式在如今的“00 后”中间显然行

不通了，恋爱成为了结婚的必要前提。

“但是在快节奏生活和精细化社会

分工的当下，很多年轻人没有精力、不

敢也不善于谈恋爱。”杨菊华说，“这

就产生了第二个变化，从现实交往到

‘嗑’虚拟‘CP’。”

杨菊华指出，如今不少年轻人一边

渴望甜蜜浪漫的爱情，一边又困于内心

敏感、恐惧，不敢去建立和维系一段

现实的亲密关系。于是，在网络上 “嗑

CP”便成了部分年轻人获得快乐的方

式，舍弃现实空间的恋爱，到虚拟空间

看别人谈恋爱以达到爱情代“尝”的目

的。

“互联网时代的爱情，很多都包含

着理性的量化匹配标准，恋爱有一种‘液

态化’的趋势。”杨菊华说，当代年轻

人婚恋观念变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由

“门当户对”转变为“三观”匹配。

年轻人更加看重“三观”契合的同

时，又难以完全摆脱现实条件的束缚。

“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杂糅，人难免会

产生焦虑。”杨菊华说。

“再有就是，婚前性行为观念的变

化，从‘守身如玉’到开放性婚前性观

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杨

菊华现场展示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全

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相关

数据，75.14% 的男生和 55.03% 的女生

表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

在杨菊华看来，婚前性观念的变

化对于社会的婚育状况会产生较大的

影响。“传统社会，性是限定在婚姻之

内的，但是现代社会，个人的

生理需求不需要通过婚姻

来保障的话，那么婚姻

的价值 就可能会打折

扣。”

“由此，不难理解

婚姻的意义也在发生

变化。”杨菊华指出，

传 统 的 婚 姻 是“ 将 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

下以继后世”，简言即传

宗接代，而现代婚姻更追求

个体的发展与幸福。

调查数据显示，在“为什么

要结婚”这个问题上，有 64%

的人选择个人幸福，其次选择

经济互扶的有 12%，而只有 6.36% 的

人选择生养子女。

“结婚从‘天经地义’的家庭要务

变成了个人选择。像晚婚晚育、不婚不

育、离婚等一些非传统性的婚姻行为

慢慢得到尊重和支持。”杨菊华说道，

就传统社会而言，婚姻、家庭是一种

制度，婚姻支撑起家庭，家庭也维系

着传 统婚 姻制度，互为因果，结 婚、

成家、怀孕、生育……这是一个链条，

是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

“但工业革命后，在西方发达国家

开始出现了陪伴式爱情，两个人是否性

格合适、可以彼此扶持成为能否在一

起的标准。”杨菊华继续说道，而今社

会进一步去制度化，陪伴甚至都不能

成为婚姻的理由，个体幸福与否成了

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婚姻观念完成了从

“制度性”到“个体化”的转变，“不婚

不育保平安”等观念逐渐流行。

“提到陪伴，当今婚恋关系中的陪

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杨菊华说，从

过去的“夫为妻纲”到追求平等陪伴，

两性共担家务、育儿等责任的理念为

越来越多年轻人所倡导。

“最后，就是婚恋关系的解除方式

也有所转变，从讲究‘从一而终’‘相

濡以沫’到‘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杨菊华指出，现代年轻人更信仰离婚不

是对家庭的破坏，而是对不幸的婚姻

的解脱，两个人在一起不幸福，不如痛

快分手、好聚好散。“但这也导致不少

冲动离婚的‘逃跑’文化盛行，闪婚闪

离的现象有所增加。”

是什么在影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为什么要结婚？64%的人出于这个目的 婚恋观转变，“全职儿女”兴起

婚恋观的转变会带来哪些后果？杨

菊华也给出了答案。

“最首要的就是初婚年龄会快速提

高，结婚登记人数和初婚人数会持续

降低。”杨菊华指出，1990 年到 2020

年这三十年间，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

分别由 23.59 岁和 22.15 岁转变到 29.38

岁和 27.95 岁，晚婚晚育成为更多年轻

人的选择。初婚人数自 2013 年后持续

下降，至 2020 年下降了近 50%。

“与此同时，生育观念也从‘集体化’

走向‘个体化’。”杨菊华说，从生育的

目的而言，过去很多女性需要靠生育来

维护自己在家庭、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

生育成为一种义务，而今生育不再是义

务性的社会性要求，而是个体性选择。

“从追求多子多福、早生密育、偏

好生儿子转向晚育少生、底线生育和生

男生女都一样，抚养方式也从自然放养

转向优生优育。”杨菊华说，由此导致

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家庭规模越来越

小。

“家庭的形态渐趋多样化，从‘点状’

家庭转向‘网状’家庭。”杨菊华提出，

现在单亲、丁克、再婚、同居、空巢、

老年留守等非传统型家庭数量大幅提

升，就是婚育观念转变产生的直接影响，

“家庭成员布散多地，从过去聚族而居

转变成一张散落的网，家人面对面的交

流减少，身心陪伴、抚育和赡养的功能

都会进一步弱化”。

“其中，家庭的养育功能则开始‘内

卷’。”杨菊华说，只生一个孩子之后，

这一个孩子就变得弥足珍贵，进而带来

精细育儿、过度育儿和密集母职等问题，

加大生育者的职育平衡压力，“尤其是

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业上可能面临更

多难题，生儿育女的乐趣、幸福感和

满足感，也随着孩子对于生育主体、国

家和社会的价值降低而不断降低”。

“但是，家庭的养老功能却不断弱

化。”杨菊华援引近两年来一个新兴概

念“全职儿女”举例，指出现在家庭的

代际关系一改过去的“反哺模式”，逐

渐转变成“接力模式”。“啃老现象普遍

存在，家庭存续期延长，少子老龄化

带来的家庭照护人手严重‘赤字’，这

就无形中加大了对社会化经济供养、

生活照护、情感慰藉的需求。”

“家庭观念正在不断淡化，从‘以

家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杨菊华指

出，过去，“人”为“家”存在，祖先、

父母、个人、子女是一条稳固、永不枯

竭的河流。“现在，很多人常说的一句

话是 ‘儿孙自有儿孙福’，这种观念之

下，家庭的稳定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都

会降低。”

“从宏观角度来看，婚育观念和家

庭观念的转变，会直接导致人口结构

的转变，会对人口高质量发展形成挑

战。”杨菊华说。2023 年中国 60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近 3 亿人，到 2035

年预计可能达 4 亿人，从长远角度而言

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辩证看待婚恋观变化，倡扬积极婚恋观

“如今我们谈婚恋观，已经不再停

留在单纯婚恋、家庭的角度，而是立

足于人口发展的长远需要。”杨菊华说，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正确引导年轻

人的婚姻观、生育观和价值观至关重

要。

“互联网时代，信息高速发展，对

于当代年轻人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的

变化，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

方面它有积极的因素，同时也带来一些

挑战。”杨菊华说，现在年轻人婚恋观

念和行为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我们今天对个体价值和幸福感的尊重，

也是社会文明程度进步的标志。

今天，婚育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的

幸福，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去

年 10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

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

调，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

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

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

人口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由此，引导正确的婚恋观、生育

观、家庭观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

美好事业，我们要从年轻人不愿婚、不

想育的外因和内因入手，以真诚的态度、

创新的方式，举全社会之力来解决婚

育难题。”杨菊华说，一方面要从民间

和官方出发，多管齐下地倡导新型婚育

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根植于传统文化，

做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以传统文化中可以被继承和传扬

的精华文化孕育和滋养当今社会更积

极、健康的婚育文化。

现场，大学生们
就自身情感问题向老
师提问。

杨菊华作专题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