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身”的亲戚

在现在的年轻人中，疏于与亲戚
交往和互动的情况并不鲜见。在记
者随机调查中，身边多数90后、00
后，如果不是考虑父母要求，个人春
节计划中是不太会安排走亲戚的。

为了大致摸底青年群体中亲缘
关系淡化的现象到底有多普遍，2020
年的寒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胡小武利用学生回乡过节的时机，开
展了一项社会调查。

在对1200份有效样本进行统计
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90后、00后家
里没事几乎不与亲戚联系。此前，中
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近4000位年轻
人开展的相关调查也显示，超过80%
的受访者与父辈亲戚的联系频率为
每年1至2次，接近1/5的人基本不
走亲戚。

催生催婚、窥探隐私、热衷攀比
……前些年，年轻人对亲戚的吐槽，
多以“冲破边界”“代际冲突”来描述
和讨论。

对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杭苏红指出，这是年轻人在
主观上缺乏与亲戚互动交往、情感沟
通意愿的表现。

胡小武认为，亲戚关系淡化并不
意味着真正割裂亲戚关系或舍却亲
情。目前，这一现象在青年和青少年
群体中更为普遍，“数量占比可能已
经超过70%，甚至更高”。

亲情淡化何以发生

过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亲
戚，怎么就不亲了？对于女儿与亲戚
们的疏离，赵瑾的父母虽有心理准备
——毕竟古话讲“一代亲，二代表，三
代四代不走了”，原本这些亲戚关系
就是基于父辈甚至祖父辈的血缘关
系而建立的，关系逐代淡化实属必
然，但仍难以接受。

50后、60后多出生于多子女家
庭，小时候家庭条件普遍困难，要跨
过生活中的沟沟坎坎，离不开亲戚们
的“搭把手”。在大半生里，兄弟姐妹
间彼此依靠，亲缘关系对他们来说非
常珍贵。

杭苏红说，亲属关系是中国社会
中相当重要的关系网络，是一个人重
要的社会性资源与情感性资源。它
有温暖的一面，比如归属感和人生意
义的实现，亲属间在资源、情感各方
面的支持；但也有残酷的一面，比如
家庭间的攀比以及利益纠纷等等。

“对亲属关系的这种复杂情感，
应该是百年来大部分中国人都或多

或少有所体会的。在当前的中国社
会中，经由这种亲属关系网络建立的
情感和资源支持也有着强大的生命
力。”杭苏红说。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
发展，传统亲缘关系正迎来冲击。据
官方数据，我国的居民城镇化率在
2021年攀升至64.27%，接近1999年
的2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浪潮。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流动人
口近3.76亿，几乎相当于美国整个国
家的总人口数。

在这个被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过
程中，人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也
逐渐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与大家
庭渐行渐远。而在这个流动的过程
中，社会分工的细化、公共教育的扩
张、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
无疑都加速了这一流动。

“这种历史形成的流动，导致了
居住分异、职业分异、学历分异、生活
方式分异、价值观分化、家庭变化以
及日常生活的琐碎化，使得很多人与
自己本就不多的兄弟姐妹分离，从而
使得他们的下一代从小缺乏对亲戚
的亲密接触和频繁交往。”胡小武说。

伴随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家庭
物质财富也实现了一定的积累，借
钱、帮工等很多互助需求也都可以在
市场上找到相应的服务。这让现代
家庭独立对抗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
也减轻了对亲戚关系网络的依赖，虽
说减少了欠人情、还人情的负累，但
也让亲戚间的黏性和韧性下降。

另外，年轻世代作为不折不扣的
“互联网原住民”，“以网为生”，这种
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极大填补了他们
的多种需求和空闲时间，亲缘关系被
进一步边缘化。

理性看待亲情冷暖

有学者指出，亲戚关系淡化
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种转变无
所谓好坏，不过是适应各自的时
代要求罢了。

杭苏红则指出，亲情淡漠虽
然在年轻人中凸显，但并不只是
一个青年群体的问题，它折射出
的是社会的整体状况。如果父辈
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缺乏亲属间
适宜的日常交往和互动，那么在
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自然也
不太会对亲属有特殊的情感。

“想一想这些孩子的成长环
境吧：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亲
属间居住地分离，亲属间的交往

与互动越来越少；与之相伴的是一个
个依靠雇佣关系(育儿、养老)建立的
小家庭，以及一个个从小就生活在各
类学习培训、虚拟网络中的孩子。”杭
苏红说。

杭苏红进一步指出，亲属关系淡
漠有其社会性成因，但这种淡漠本身
是一种主观性问题，是当代个体只关
注自身，缺乏对他人理解导致的。现
代社会中的年轻人生活环境的狭隘、
逼仄与压力，使他们更容易流于一种
先入为主的意见。

她认为，逢年过节时，正是一次
近距离了解彼此的机会，虽然相互间
在年龄、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差
异，会带来在沟通上的一些不适和不
理解，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对这些不
适、不理解之处的观察，在现实社会
中努力理解他人、尊重他人的尝试，
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

我们该为此忧虑吗？胡小武笃
定，年轻人会随着自身的成长和社会
化而重新回归亲缘关系网络，像他们
的父辈那样经营和维系着亲缘关系。

重新唤醒亲缘

胡小武的社会调查中，还有一项
结论耐人寻味。对于40岁至50岁的
被调查者中，超过八成与亲戚经常联
系，刚好与90后、00后的统计结果倒
置；而且相比90后，00后对亲戚关系
看得更“淡”——在18岁以下的被调
查者中，63.15%的被调查者已经和亲
戚“基本无联系”。

胡小武解释说，这与家庭世代亲
缘关系结构变化不无关系。简单来
说，80后中，一大部分出生于农村，还
有兄弟姐妹，特别是60后父辈基本
生活在大家庭中，因此他们的一代亲
和二代堂表亲，依然有共同生活的记

忆，客观上会增加血缘亲戚的链接
度。90后或一部分的00后年轻人，大
多自己是独生子女，其70年代初出生
的父母，不少人都有一或两个兄弟姐
妹，因此他们依然还有二代堂表亲戚，
一些父辈关系好的家庭会为90后、00
后的子女带来较为亲密的二代亲。

但到了 2005年之后出生的05
后、10后这代人，很多城里人连二代
堂表亲都没有了，他们大多数人的亲
戚都是三代亲。因此，本身就属于亲
缘关系淡薄的代际群体。“在客观上
缺失一代亲关系的年轻世代中，从小
就缺乏‘亲缘关系’的概念，何来亲疏
和断舍呢？”胡小武说。

概言之，越年轻的世代，发生疏
于亲情交往的行为概率越高，这不仅
是时代变迁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客观
必然，更是一种家庭世代亲缘关系结
构变化所决定的客观后果。过去的
生育政策，加速了扩大家庭的缩减和
核心家庭的崛起，也放大了对传统亲
戚关系的冲击。

不过也不是没有转机。胡小武认
为，随着中国的城镇化放缓、经济发展
步入更高水平，家庭结构或会出现新
的变化。尤其是当90后、00后步入婚
姻并为人父母，他们将在事实上扩大
自己的亲缘关系网络。身份的转变，
则让他们更能理解和共情父辈们的

“亲戚情谊”，并将其持续作为自身的
情感和资源支持网络。由此，亲缘实
现了联结，并被唤醒。他认为，未来，
亲情淡化现象将会有所改善。

杭苏红也认为，未来随着回老家
就业的人口增加，亲属关系网络会得
到一定的发展。但她也认为，如果年
轻人在“自我”的道路上发展过甚，那
么因为现实而不得不重新对亲缘关系
进行的“唤醒”，可能是痛苦的。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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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转诊，在无锡就能享受上海中
西结合慢创推广技术。最近，“老烂腿”
患者华老伯在易可中医院成功保腿。

1年前，华老伯出现了腿肿、右脚踝
处溃烂的症状。治疗3个月后，创面不
仅没有缓解，反而从脚踝扩大到了小腿
肚。为此，华老伯咨询过很多医生，有的
建议植皮，也有的说要截肢。

今年1月份，经易可中医院“奚氏脉
管中心”创始人、上海曙光医院周围血管
科柳国斌教授上手诊断后，决定为其采
用中医外治创新技术。柳国斌介绍，华
老伯创面的黄色分泌物，中医叫“脓”，有

善恶之分，其中“善脓”结合紫朱软膏（中
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创新一等奖），可促进
伤口的愈合。“换药也很重要，不同阶段
使用的清创手法不一样，包扎的压力也
应有变化。”柳国斌说。

住院一周后，华老伯腿肿消除，创面
出现大量肉芽。20天后，肉芽基本长平，
创面明显缩小，目前已转入门诊治疗。值
得一提的是，在无锡新的医保政策下，华
老伯不用转诊，费用负担也小了很多。

本周六上午，柳国斌教授将继续来
锡开展学术培训及医疗服务，让新技术
惠及更多锡城百姓。 （江南）

“脓”有善恶，老烂脚治疗有讲究
本周六“奚氏脉管”专家柳国斌来锡

超超8080%%受访者与父辈亲戚联系频率每年受访者与父辈亲戚联系频率每年11至至22次次
接近接近11//55基本不走亲戚基本不走亲戚

年轻人为何不爱走亲戚了年轻人为何不爱走亲戚了
曾几何时，春节的年味里，一定有来来往往、热热闹闹走亲戚，这

也是不少人难忘的春节记忆。而现在，年轻世代对过年走亲戚多提

不起兴趣，平时更是疏于、懒于甚至不屑于与亲戚走动。

这种现象缘何出现？多种因素改变并催生了年轻世代对于亲戚

关系的认知和行事方式。亲戚关系淡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结

果，我们或许不必过于忧虑。眼下，如何引导年轻世代理解包括亲戚

在内的社会关系，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回归亲缘关系网络，值得我们正

视并探索。

和妈妈和妈妈、、弟弟一起回重庆外婆家过年的小女孩在车窗边观看沿途的风景弟弟一起回重庆外婆家过年的小女孩在车窗边观看沿途的风景。。（（新华社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