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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成离婚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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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8日，虽然是个阴雨天，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的离婚登记办理窗口前还是排起了队。

“请问您是否患有精神抑郁及精神障碍等方面疾病？可以告知您
和对方离婚的主要原因吗？”工作人员正在为办理离婚手续的市民做
笔录。对当事人进行分别询问笔录的程序是2月1日新《婚姻登记工
作规范》 实施后新增的，询问的问题主要涉及双方是否知晓 《婚姻
法》中相关规定、财产分割状况以及离婚的真实意愿等方面。“以前
办理离婚业务大概需要30分钟，自新规实行以来，离婚手续办理时
间较之前，延长了10至20分钟。”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武侯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受理离婚业务多
时 1 天有 20 多起，少时则只有几起。由于每起手续办理时间延长，
故在离婚业务办理窗口增派了1名工作人员，离婚登记窗口也由2个
变成了3个，以保证工作效率。

记者注意到，办理离婚手续的队伍中年轻人占多数，试图上前
采访，但均被拒绝。快到中午时，才逮到机会。一对年轻夫妇一副
好合好散的样子走出大厅。“和平分手！”互相击掌，面带笑容，像
是庆贺。

“分手啦？”记者赶紧凑过去搭话。
“不合适就掰。”女子话语轻巧。男子冲她嘿嘿一笑，似在附

和。“生活不在一个频率上。”男子补了一句。
两人都是‘85后’，女子在夜场工作，他们是在那里认识的，随

后迅速相爱，在父母反对中结婚，又在父母反对中离婚。男子双手
一摊，“就这样”。“分手还是朋友。”说完，俩人上车，走了。

婚姻似儿戏。看着汽车喷出的尾气，记者脑子闪现出这句话。
“XX都离婚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这或许不仅仅是网友的

一句戏谑。据民政部近日发布的社会服务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成都有 125085 对夫妻结婚，离婚案例有 52726 对。有人开玩笑说：

“成都每百对夫妻结婚就有42对离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夫妻离婚的原因，都是一些琐碎小

事。“相较于‘70 后’、‘60 后’以及再之前的人，现在的年轻人更加自
我。”成都市家庭教育促进会专家、心理干预咨询师李旭东认为，婚姻
是需要经营的，需要夫妻双方相互理解、谦让，而不少独生子女，从小
就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很容易产生矛
盾。”李旭东说，离婚原因中，婚外情占到了50%以上，这也与年轻人责
任感缺失以及闪婚有关。“合得来就一起过，合不来就拜拜，跟着自己
的感觉走，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

除此之外，社会对离婚变得更加包容、女性经济更加独立、离
婚程序的简化以及婚姻家庭中个人财产权的明晰，都让离婚变得更

“容易”。

现 场 直 击

不合适就分手
■ 本报记者 王明峰

● Philia_Lee：只看结婚离婚，不问婚姻质量，这本身就是错
误的。感情本该是合则携伴成长，不合则各自发展。死揪着结婚，
死嗑着不离婚，都是畸形的。

● 刘国庆19861001：“80后”离婚率40％，这挺好，说明每
对夫妻都有自己的主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凑合一辈子。不是“80
后”开放了，是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心，不再前怕狼后
怕虎地懦弱着生活。

● 李玩：看这个趋势，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离婚率将是稳步上
升的，婚姻需要付出的经营成本太高了，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

● 刘义杰：不应该妖魔化“‘80后’离婚率高”。正如专家所
言，中国以前离婚率低，是因为大家迫于舆论压力、迫于干预等，
能够将就着白头到老。换句话说，如今的年轻人更加强调个性自
由、思想解放、自身幸福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婚姻文明的进步。

● 慕逸金繁：专家认为微信、陌陌导致的出轨成婚姻新杀手。
另外，经济原因也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因素。我觉得，很多人的婚姻
谈不上有爱情，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离婚理由。爱情确实难以得
到，而很多人又难以做到付出辛苦、耐心与毅力来培养爱情，使得
爱情变得少见而短暂。

● 蘅芜怡芬：调查数据显示，“80后”正在成为离婚大潮中的
“主力”。这并不全是“80后”本身的错。这一代人的婚恋观没有社
会传说的那么随便。作为社会急剧转型的产物，“80后”是多元化且
充满矛盾的一代，这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如同成长期所经历的时代一
样，更加复杂、多面。

● 狸花儿：很多文章都说“80后”离婚率快40%了。一点不惊
讶，没离婚的质量也不见得高多少，都是独生子女，再受原生家庭
影响，这性格缺陷可想而知。离婚能终止痛苦，但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根本在我们自己的思想。 （章元元整理）

网 友 吐 槽

关 于 “80 后 ” 的 婚 姻 ， 有 人
说，“恋爱是自由的，婚姻是不自由
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梅志罡对本报分析认为，现在年轻人
的婚姻遭受了很多外力的干预，父母
的过多介入，成为部分“80 后”婚
姻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黄和小高相识于大学校园，毕
业后，两人选择一起在广州奋斗，并
且很快领证结婚。婚后，小俩口和小
黄的父母共同生活在广州的一套两居
室里。

自从住在一起后，矛盾便没有停
止过。说到自己的婆婆，小高一脸无
奈，“她经常说我浪费，说我糟蹋
钱。”小高看国内奶粉经常曝出质量
问题，便托同学代购进口奶粉。婆婆
得知奶粉的价格后，直接就拉下脸来
大骂一顿。“我周围的同学都是给宝
宝买进口奶粉，我这么做很过分吗？”

家里的争吵让小黄十分烦心，
“下班之后我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
她们从来没有断过争吵，我妈说我娶

了媳妇忘了娘，老婆又抱怨我妈对她
太苛刻。后来我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
了。”

这对“80 后”夫妻的婚姻最终
走到了尽头。“实在受不了每天都为
一些小事被婆婆责骂，离婚也是无奈
之举。”

吴小英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特色的原因的话，
那么中国家庭特有的亲子关系和代际
关系模式可能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离婚
率，这在独生子女身上表现得更为突
出。“许多‘80后’父母会自觉不自
觉地卷入到子女婚姻的全过程当中，
恨不得把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子女身
上，同时对子女的婚姻生活介入太
深，未能在小家周围划定边界，从而
使‘80 后’的婚姻成为双方家庭权
力和利益角逐的一个场所。

结婚到底是两个家庭还是两个个
人的事情？吴小英认为，探讨婚姻的
边界问题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

“子女要断奶，父母也应该断奶”。

■■ 叶晓楠叶晓楠 章元元章元元

““8080后后””夫妻近夫妻近55年分手居高不下年分手居高不下

离婚离婚！！你为何这样选择你为何这样选择？？
近期发布的《2016年陕西社会蓝皮书》中，一项

针对陕西青年群体离婚现状的调查指出：最近5年，
20岁—24岁的“90后”离婚人数比重为5.9%—7.3%，
25岁—34岁的“80后”离婚人数比重约占50%，34岁
—49岁的离婚人数比重为36%左右。数据公布后引
起了广泛热议。“80后”是否已经成为离婚主角？“80
后”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

为了减少冲动离婚带来的社会和
家庭之痛，国内多个地方都在尝试一
些积极的“干预措施”。

2015 年 2 月初起，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先后在所辖 12 个县市全面
推行离婚预约登记制度。所谓“离婚
预约”，是指需要办理离婚手续的夫
妻，可以选择先填写《离婚登记预约
表》，工作人员也会建议并劝说当事人
先“预约”，7 天预约期满后再办理正
式离婚手续。资料显示，至去年年底，
离婚预约制度共帮助 4500 多对夫妻
打消了离婚念头，这意味着有将近半
数预约者放弃了离婚计划。

此外，北京、上海等地婚姻登记部
门设立了离婚调解室或离婚劝和工作
室，杭州、广州等城市也都推行了预约
离婚制度，通过设置一至两周的感情
缓冲期，以减少冲动式离婚。

有网友评价，这种干预方式存在道
德绑架之嫌，可能还会干涉到离婚夫妻
的正常权益。对此，吴小英认为，只要控
制在一定原则范围内，都是可以去尝试
和探索的，重要的是要把握好维护婚姻
稳定性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度。但这种做
法的效果如何不好评判，婚姻归根结底

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吴小英强调，婚姻本身就是有约

束的，它必然会对自由造成一定限制；
但它也会带来一定的益处和福利，就
看当事人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获得婚
姻的福利了。“这些个人选择当然跟公
共政策有关，也跟社会主流文化相
关。”

梅志罡认为，“80后”仍处于婚姻
的初期，是在经历一个成长的阶段，其
中有自我调整的可能性。他希望“80
后”以及随之而来的“90后”在婚姻道
路的选择中能够更加稳重，不要随波
逐流、意气用事。在进入到家庭生活
后，年轻人可以从学习一些必要的生
活技能做起，包括家务整理、财务管
理、哺育下一代等。

与其关注如何挽回濒临失败的婚
姻，不如从结婚前教育入手。梅志罡
主张，可以综合发挥民政部门、共青团
委、妇联、社会工作专业相关人员的作
用，开设更多的婚姻家庭学校，让大家
来接受专门的辅导和培训，上好婚姻
第一课。

（本文中除专家外，案例故事的采
访对象均为化名）

【 冲动离婚乃婚姻之痛 】【 冲动离婚乃婚姻之痛 】

再过一周，29岁的苏秦来北京就
整整两年了。2014年离婚后，苏秦只
身来到北京，成为某药品公司的推销
员。前两天，她又找了一份兼职——
在游乐园卖门票。“我现在的想法很单
纯，就是想把眼下的生活变得更充
实。”

谈及婚姻，苏秦便苦笑着摇头。
早先在河南郑州读大学的时候，苏秦
经同学介绍认识了来自山西的李俊。
几番相处后，苏秦觉得李俊是她理想
中的对象。“他和我的性格很合得来，
知道我想什么、要什么，这非常难得。”

然而，两人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
被看好。在苏家人看来，李俊就是一
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他退伍后一
直没有一份正式工作，而且他是 1989

年出生的，给人感觉就像一个没长大的
孩子。”爱看言情小说的苏秦坚持认为
自己选对了人，一直试着做父母的思想
工作。2011年，苏秦如愿嫁到了山西，
但婚后的生活让她彻底傻眼。

结婚之后，李俊对家中的大小事
务概不过问。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的
重担都落到了苏秦一个人身上。人生
地不熟的苏秦开始频繁地回娘家，常
常带着孩子一住就是几个月，和丈夫
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2013年，
苏秦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她第一次动
了离婚的念头。在父母的劝导下，苏

秦鼓起勇气提出离婚，结束了不到 4
年的婚姻生活。

苏秦的经历并非个例，根据民政
部在 2015 年 6 月发布的《2014 年社会
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全国共
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比上年
增长3.9%。

事实上，一些“80 后”可以“只因
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闪婚，也可
能因为婚后谁做饭、谁洗碗这种琐事
直接闹到离婚登记处。面对婚姻家庭
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一些小夫妻开始
招架不住，“七年之痒”常常缩短为“三

年之痒”。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

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分析认
为，虽然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专
门调研，但从社会观察来看，“80 后”
的高离婚率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
象。这其实是现代化伴生的一种正常
现象，当今，全世界都出现了结婚晚、
单身多、离婚率上升的趋势。“这一年
龄段的人正在经历婚姻初始阶段的考
验，工作、家庭、小孩等各种压力交织
出现，面临着婚姻的磨合问题，这点跟
年轻时的‘60后’、‘70后’相比并无多
大差异。”

吴小英指出，婚姻不稳定带来的
高离婚率，同样也可能是“90后”未来
所需要面临的问题。

【“七年之痒”变“三年之痒”】【“七年之痒”变“三年之痒”】

说到“80后”的离婚问题，湖北孝
感的张大妈为儿子小文的婚姻操碎了
心。“他这才结婚3年，儿子也刚出生，
现在就离婚，不是苦了孩子嘛。”如今，
每次想到儿子的婚姻，张大妈都会偷
偷抹眼泪。

可是对于 1985 年出生的小文来
说，他觉得离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2013 年，小文筹备良久想要创业，却
苦于没有资金，便和妻子商量能不能
把房子先作抵押，但妻子坚决不同意。

“我知道万一创业失败，房子就没
有了，但即使失败了，我们也还年轻，
有时间去奋斗。”妻子小丽却认为小文
的想法太荒唐了，“现在我俩都有工
作，两个人的工资足够生活开支，为什
么要去冒那个险。”

观念分歧渐渐成了家庭矛盾的导
火索。小文觉得两人价值观不和，以

后也会造成更多的摩擦。“我们应该算
是和平分手吧。”

年轻夫妻间人生观、价值观的差
异已经成为婚姻路上的一大绊脚石。
此外，夫妻间的性格和相处模式也会
对婚姻生活造成影响。

洪宇和王琼的突然离婚在很多亲
友眼中都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他们
花了两年时间恋爱、4年时间相处，最
后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道扬镳。

洪宇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80
后”男生，一贯喜欢自己拿主意。2013
年，洪宇擅自花了家里近半的积蓄，买
了一辆 20 多万元的汽车。想到生意
才稍有起色，房子还远远未着落，丈夫

就把那么多钱花在了买车上，王琼一
气之下搬去了姐姐家。姐姐教育王琼
要主动掌握家庭大权，让她把家里的
钱都转到一个新的账户上，逼迫做生
意急需用钱的洪宇赔礼道歉。

“我们的本意只是想治治他的坏
脾气。”可没想到，脾气执拗的洪宇不
吃这一套。僵持了一周后，洪宇给王
琼发了一条短信：钱我不要了，明天民
政局见。王琼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
这么稀里糊涂地离婚了。她觉得伤透
了心，也不想再挽回什么。“他根本就
不在乎我，既然这样，我再低头一次又
有什么意义呢？”

针对当下流传的各类“80 后”离

婚的原因，吴小英强调，不能简单地将
原因归结于独生子女的身份或性格特
点，离婚的压力和成本变小也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因素。

吴小英从3个方面归纳了影响离
婚成本的社会因素：第一是人们婚姻
观念的变化，不再要求从一而终，而
是更加注重婚姻中的个体感受。现代
社会对离婚的包容度也提高了，结婚
和离婚更多地成为一种个人生活方式
的选择；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
压力增大，婚姻本身的风险和脆弱性
也增加。婚姻的许多传统功能已经消
失或外化，可以从社会其他替代途径
得到满足；第三是现代社会的人口流
动性增强，以往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比
较固定、封闭的空间内，现在开放的
时代使人们离婚后重新选择的机会更
多了。

【 多种因素致劳燕分飞 】

【 父母干涉成婚姻“第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