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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友“长跑”7年不结婚，母亲疑其心理有病

感情问题
@香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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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欣潇洒的不婚主义不同，下
定决心不结婚，张飞鹏（化名）显得有
些无奈。

26岁的张飞鹏看起来有着与年
龄不符的老成，关于为什么不想结
婚，他的答案诚实且辛酸：“我的条件
决定了，我现阶段不适合结婚。”

张飞鹏的学历不高，职高毕业
后，他进入一家工厂工作。他说，自
己的薪水很微薄，在天天加班赶工的
情况下，一个月只赚4000元左右，可
如果厂里订单少的时候，就只能赚底
薪。一年工作下来，除去各类花销，

最多存3万元。
除了较低的收入水平，高价彩礼

也是阻碍张飞鹏结婚的一道坎。他
告诉记者，在他们村里，同龄女孩差
不多都结婚了，而跟他一样受制于物
质条件而没结婚的男生，数量不少。

“我不想结婚，主要是因为生活
压力太大，结婚成本也太高。就拿
房子来说，我家在村里是老房子，城
里 又 买 不 起 ，相 亲 也 没 什 么 优 势
呀！”张飞鹏根据身边的情况，算了
笔账：一旦打算结婚，男方至少要拿
出房子和车的首付，彩礼、三金、婚

纱照、婚宴等林林总总地算下来，不
是一笔小钱。他说，一想到婚后还
有还房贷、养老育儿等支出，对婚姻
的向往就彻底消散了。因此，他才
把结婚这件事一拖再拖。

“虽说钱不能度量感情，但婚姻
的方方面面都涉及钱，我不可能不
考虑这些。”张飞鹏说，父母对他恐
婚 的 原 因 不 以 为 然 ，觉 得 他 想 太
多。但他认为，在工作不稳定、收入
不理想的情况下不结婚，是在控制
风险，以免婚后因担负不起家庭责
任而后悔。

近日，家长徐女士向记者吐露了
深藏心底已久的担忧：“我打算带女儿
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这样下去不行，她
是不是得了什么心理疾病？”

徐女士口中的“病”，其实是31岁
的女儿与男友相恋整整7年，却一直
不提婚事。在她数次逼问下，女儿总
算摊牌：自己其实一开始就和男友商
量好，从未打算结婚。徐女士对此不
解，她认为女儿心理上可能出了问题，
才会产生这种“奇葩”想法。

随即，记者与其女儿应欣（化名）

了解了情况。这位从事传媒行业的
姑娘，样貌姣好，收入不错，生活过得
充实且有条不紊——健身、上外语

课、录视频、旅行⋯⋯经济和思想独
立的应欣，渐渐开始斟酌结婚的必要
性。“我妈妈认为，结婚后有人分担我
的生活压力，不至于太累。可是，我
觉得现在的生活明明很轻松方便
啊！很多麻烦都能请人来解决。比
如说，不想做饭，可以点外卖；下水道
堵了，专业人员会立马上门服务。”所
以，她认为老一辈所考虑的“家里需
要一个劳动力”的传统观念，已经不
足以成为结婚的理由。

应欣和男友也曾针对“不结婚，是
否要同居”这一问题纠结过许久，但最
后两人还是决定各住各的，因为“难保
什么时候，感情就结束了”。她告诉记

者，家里有只养了5年的狗。“虽然一
个人住，但有狗狗陪在身边，我没觉得
孤单。”应欣说。

以后会考虑结婚吗？应欣沉思
片刻，终究苦笑着摇了摇头。她承认，
临近30岁前的一段时间，看着周围的
人结婚生子、父母心急如焚，自己确实
犹豫过。但过了30岁，她就彻底释然
了。“我还是更享受当下这种状态。”应
欣觉得，既然自己的物质和心理需求
都得到了满足，婚姻就不再是“必需
品”。听闻母亲的焦虑，她感慨道，不
结婚不代表是异类。“一方面，我不需
要依赖别人，独处也可以过得很好；另
一方面，婚姻只会限制我的自由。”

“过来人”的经历，滋生了对婚姻的不信任
明年就 30 岁的王赟（化名），至

今欠缺恋爱经历。按理说，她的条
件不错，找个同等优秀的男生结婚
并非难事。但她却告诉记者，跟她
相亲的人都被吓跑了。“我跟他们明
说了，谈恋爱可以，但结婚不行。这
么一来，那些男的也不愿意在我身
上耗时间呀！”

因为这一坚持，王赟之前和一位
蛮投缘的男生分手了。她说：“我俩
很聊得来，他对我‘只交往，不结婚’
的要求也表示理解。但我能感受到
他在交往期间的压力和纠结。”她不
想耽误对方，于是趁早做了了断。

但在母亲眼里，王赟确实该结婚

了。“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已经把你生
下来了”“你看看几个表姐表妹，哪一
个还没结婚”“现在不结婚，难道你准
备熬到 40 多岁再去嫁人”⋯⋯母亲
的指责句句扎心，每每聊到这话题，
母女俩总是不欢而散。王赟认为，母
亲观念传统，无论自己如何解释，在
母亲看来都是“不懂事、标新立异”。

而在采访中，王赟讲出了不想
结婚的真正原因——她对婚姻的抗
拒其实来自于身边一些“过来人”的
经历。父母破碎的婚姻是她童年的
噩梦，对婚姻的不信任感让她更倾
向于独自生活。“我现在每个月的收
入，应付自己的生活绰绰有余。可

一旦结婚，就可能面临很多风险。”
王赟联想到她的父母，一开始的家
庭生活还算幸福，但当激情退却，出
轨、家暴、财产分割、抚养权的争夺
等一系列矛盾，彻底拆散了家。

“我感觉婚姻到最后，往往都是
凑合着过。我身边不少朋友看似家
庭美满，其实常常暗地里发愁。”在
王赟看来，找到对的人很难，结束一
段婚姻却很容易，一旦有了摩擦，两
败俱伤甚是难看。“我清楚自己的性
格，当不了好妈妈，万一像我父母那
样怎么办？”所以，她坚持：如果能找
到想法一致的人，就交往试试；如果
找不到，也无所谓。

经济水平不高，怕婚后担负不起家庭责任

结，还是不结？民政部近年来的结婚率统计给出了答案：“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这一传统理念正悄然发生变化。相当一部分适婚年龄的人在
人生规划中压根不考虑结婚计划，在“80 后”“90 后”群体中，晚婚、不婚
等现象越来越常见。

但很显然，在我们永康这样的小城市，社
会包容度仍有限，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婚
姻选择，始终是不理解、不接受的态度，甚至觉
得“不想结婚是患了心理疾病”。

为此，记者走近几位“不婚主义者”，不妨
来听听他们不想结婚的真正原因？婚姻对他
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虽然理由不尽相同，但是面对婚

姻，他们有着相似的烦恼和恐惧。在这

次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了众生相。

有人因不想打破现在的安逸，所以

不结婚；有人因为生活的压力，将结婚

一拖再拖；也有人觉得，在快节奏的工

作环境下，恋爱都顾不上谈，结婚是件

利少弊多的事；而即使是拥有稳定恋情

的年轻人，其中不少也表示不敢轻易谈

婚论嫁，因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婚后

的大笔支出令人望而生畏，从个人到家

庭的转变并非易事。此外，很多都市适

婚青年表示“宁缺毋滥”，如果找不到理

想的，不如不结婚。

如今，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改变，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

轻人的婚姻选择。大部分年轻人都认

为，结婚意味着需要更安稳的生活，有

房才能提供保障，生了小孩要好好教

育，结婚背后的每一份责任都不轻松。

但在家长看来，孩子执着于这些想

法而畏惧婚姻，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焦

虑。何必那么拼呢？房子可以先不买，

孩子也可以不要，最重要的是再不结婚

就晚了。

对于这些选择成为“不婚族”的年

轻人而言，结婚生子不是必要的人生经

历，而是一种个人选择。对家长而言，

不能一味地给年轻人“贴标签”、施加压

力，应当转变思想，与时俱进，对选择不

婚的子女予以更多宽容，试着去尊重这

种多元化、个性化的个人选择；而对于

子女而言，应该对父母的心急多多体

谅、理解，在婚姻选择上谨慎考虑，不要

因头脑一热就喊出“绝不结婚”的口号,

错过了良缘。

□记者 马忆玲

■记者手记

结不结婚是个人选择
父母应尊重，子女该体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