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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言的回忆中，自己
决定成为不婚主义者是在工
作一年后。在这之前，喜爱厨
艺的她一度想成为贤妻良母。

这样的转变或许和赵言
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有关。“你
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不同
的生活，它会让你跳出周边
所谓的社会压力，重新审视
自己的人生，让你知道生活
不只有婚姻和孩子，不只眼
前这一种。”

和赵言一样，很多女性
随着年龄增长、自身经历的
丰富，开始重新审视两性关
系，她们有了更多选择，而这

背后也与社会发展、女性群
体的进步息息相关。

“结婚率下降是一个全
球性的趋势，调查数据显示，
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
低。”梁建章表示，“年轻人数
量下降、适婚人口男多女少、
养育成本过高、高房价和高
彩礼、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
力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
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
择等，都是近年我国结婚登
记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

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
个体上，都是一座“大山”。
就像受访者中最年轻的王

瑜，她并不排斥生孩子，但如
果面临的是“丧偶式”育儿，
或者双方父母都不能帮忙，
那她宁愿不生。

“传统家庭中男女分工
的固有思维必须打破；允许
男性员工休产假；通过多种
方式降低育儿成本；扶植辅
助生育技术；保障单亲家庭
权益等。”梁建章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和建议。

他强调，“生育既是一件
家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
会的事”。
（李想、王瑜、赵言均为化名）

（每日经济新闻）

“朋友都离婚了，我还在恋爱”

10位未婚女性讲述她们的“不婚理由”
近日，《消失的她》掀起票房狂潮，女性、婚姻

等相关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在社交平台上，消极的婚恋观并不少见。但

“不夸张地说，中国或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低生
育率危机。”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著名人口经济
学者梁建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2年起，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人口减少
85万人。民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
记数为683.3万对，较2021年减少约81万对，创
下了民政部自1986年有相关数据记录以来的新
低。2021年结婚率为5.4‰，而2013年的结婚率
是9.9‰。

年轻人似乎不太想结婚了。近日，记者对话
了10位年龄分布在20岁至45岁的单身女性，试
图揭开女性婚恋观转变背后的真相。

“母胎单身”，是27岁的
李想对自己情感状态的定
义。作为普通的传媒领域
打工人，过去几年，面对父
母在“人生大事”上的催促，
她早已摸索出一套能避免

“家庭战争”的应对方法。
“催我时我就让她们给

我找，但她们也找不到合适
的；加之我平时不在家，一
年就见几面，她们着急但我
不找，也没办法。”李想坦
言。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循
环，被催的人不反驳，催的
人也不放弃。时间久了，即
使她并不排斥相亲，也依然
被贴上了“挑剔”的标签。

成家立业，在传统观念
中被认为是一个人幸福与
成功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
一。如今，随着社会发展，
愈发独立的生活状态和更

多元的选择，让恋爱和婚姻
不再是年轻人的“刚需”。

李想并非不婚主义者，
相反，她十分渴望遇到灵魂
伴侣。李想表示，爱情可以
升华为亲情，但爱情一定要
一直存在。“好男生肯定有，
但目前确实我没遇到。”

今年春节，李想和母亲
争论了很久。母亲认为她
的婚恋观太悲观了，但她认
为，自己一个人生活得挺开
心，为什么非得陷入婚恋关
系里捆住自己。父母的坚
持也很简单，在他们看来，
不结婚不生育小孩，你的人
生就不完整。李想不明白，
反问道：“究竟什么才是完
整的人生？我有自己想体
验的也有不想体验的，难道
不去做不想体验的事情就
不完整了吗？”

三十岁，似乎已成为外
界加注在女性身上隐藏的
分界线。没能跨过这条线
的人，会被贴上“剩女”等标
签。但现在，很多女性不再
在乎这条所谓的分界线。

已经30岁、曾有过6段
恋爱经历的玖姑正忙着在
创意领域创业。她找对象
的标准是“能聊能吃”。她
开玩笑道，父母已放弃催
她，觉得没固定工作的她还
是别去“祸害”别人。

不超过40%，是她量化
出当下爱情在生命中的比
重。玖姑觉得，爱情太不稳
定，如果把它的比重放得很
大，生活就会动荡，而且关
系和感受是两件事，感受是
本能，而关系需要磨合。

不同于传统文艺作品
中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为
爱放弃一切的女性形象，在
独立女性眼中，爱情更多是

“打怪升级”之余的锦上添
花，她们或许更愿意尝试非
传统、大多不以结婚为目的
的“新型恋爱关系”。

1991年出生的自由职
业者赵言，是坚定的不婚主
义，哪怕最好的三位闺蜜在
同一年相继踏入婚姻，她也
没任何焦虑。在她看来，婚
姻本身并不能保证感情，它
的本质是保障经济的共同
区域。

“我不需要别人养我，
也不需要婚姻和孩子，我自
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亲密关系可以帮助你获得
成长，但并不是靠婚姻来维
系，而是要双方用心经营。”
赵言认为。

已经36岁、年薪超百万
元的投资人王璐对自己的
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从
未步入过婚姻的她，在26岁
时就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爱情的
期待和向往。“爱情就是照
镜子，每段恋爱都让我更了
解自己。你知道自己适合
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脾
气性格，可以接受什么样的
人，你能承受的底线在哪
里。”王璐称。

毕业于北师大艺术传媒
学院的马戎戎，如今是一家
企业的高管。开明的父母、
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她拥有
了顺遂美好的自由恋爱。但
柴米油盐的琐碎搅乱了生活
的美好。如果从感情、经济
两大角度总结，马戎戎呼出
了一口气：“我付出比得到的
多很多，感觉自己是蜡烛两
头烧，太累了。”

她勇敢地提出了离婚。
在遭遇前夫反对的同时，她
没想到最大的阻碍来自父
亲。30+的年龄，还有个孩
子，离婚了还能找到更好的
吗？父亲极力劝说马戎戎冷

静。种种原因之下，这场离
婚拉锯战僵持了五年，两人
分居后，名存实亡的婚姻让
马戎戎的精神状态持续变
差，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马
戎戎记得风很清爽，呼吸很
自由，后来，她的病情逐渐开
始好转。“走出不公平的婚姻
是自救。”她表示。

24岁之前，北京“土著”
李晋认为爱情大过天，为了
爱情她可以什么都不要。所
以当婚后发现前夫把事业排
在爱情前，她崩溃了。她什
么都不缺，只缺爱情，而全身
心投入事业的前夫无法接受

这样的观念。所以她果断结
束了4年的婚姻。

到了第二段婚姻，状况完
全扭转。31岁时，李晋将事
业做到了行业巅峰，丈夫在北
京除了父母购置的房产一无
所有。李晋心想，与第一任丈
夫离开是因为男强女弱，第二
段婚姻女强男弱总没有问题
吧，但最终依旧以分开收场，

“也许大部分男性都不太需要
一位‘女强人贤内助’”。

如今，已经43岁、实现
财富自由的李晋活得十分坦
然，她更多地把爱情当成与
他人共同成长的方式之一，
是事业的附属品或衍生品。

投资人王璐很早就决定
在29岁前把孩子生了。但
当她决定未婚先育时，这一
计划毫不意外地遭到父母反
对：让别人怎么想？

大部分人认为孩子延续
后代，王璐却表示，孩子不为
别人生，只为自己生。26岁
时，王璐遇到一位条件不错
却不适合结婚的男性，在派
出所写完未婚且自愿生子
后，孩子顺利落在了王璐的
户口本上。

“我的朋友一开始对我
未婚生子持反对意见，后来
都站在我这边。”现在，王璐
以非常开明、朋友般的心态
与孩子相处，并始终会兼顾
自己的感受。例如办理游乐
园的年卡，不是为了孩子的
欢乐，而是因为自己想玩，顺
便带娃一起。

离婚后的马戎戎，儿子
成为她最柔软的一部分。
孩子独有的天真，让她感受
到乐趣与温暖。这几年，她

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大多数
知道她离异带着孩子后打
了退堂鼓，但她认为，孩子
是很好的“筛选器”，让不合
适的人趁早离开。

不在意血脉传承的李
晋，不认为养育孩子是件愉
悦的事情。在过了最佳生
育期后，她逐渐确认自己不
会生育孩子了。她与父母
不断交流，让父母相信，即
使没有孩子她也可以过好一
辈子。

催促与渴望

不在乎“剩女”

走出不公平的婚姻是自救

未婚生育，别人会怎么想？

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