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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 族
为何害怕走进婚姻殿堂？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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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恐婚，许多年轻人纷纷
感慨伤不起。

网友“南国”抱怨说，正在
恐婚中，原因有二：一是另一半
跟自己性格差异大，美其名曰互
补，但不够默契，担心对方不是
对的人，担心以后接连不断地失
望。二是结婚在很多方面限制了
自由，包括精神自由，仿佛青春
逝去。

今年35岁的网友“traecy”表
示，真的很恐惧……并不是觉得自
己没有能力经营好婚姻，而是觉得
根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方式。

与男友相处了2年多的北京
某外企职员夏晓（化名），虽然
与男友感情不错，但是一提到结
婚，她还是忐忑：越是快到谈婚
论嫁的时候，我就越不确定，他
是与我共度一生的人吗？我们现
在仍在为一些小事闹别扭，这是
即将步入婚姻的恋人该有的状态
吗？

网名“杨一一”的网友认
为，经济基础、感情基础，个人素
质基础，决定了双方能不能好好相
处下去。而这些都是需要扎扎实实
地做好的，绝对是个浩大的工程。

网友知娴无奈感叹，既然有了
爱情也不一定能婚姻幸福，爱情不
够就更难婚姻幸福。那结婚的盼头
在哪里？结婚的动力在哪里？

名叫“真的不喜欢你”的网
友戏谑地调侃：本以为结婚如童
话一般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
生活。后来才发现作者没告诉你，
还有国王和王后，大臣和使者，老
国王和老王后以及众多臣民。

网友“忻忻要努力发展”则
表达了不同意见：归根到底，就
是自己本身有性格缺陷（别说没
有，基本上每人都有自己的弱
点）影响，或者说自己本身就没
做好组织家庭为一段感情负责一
辈子的觉悟准备。

本报记者 杨俊峰整理

■ 最严重的程度

极度恐慌，立刻想逃

此类恐惧，使人一旦知道对方

愿意委身且期待自己也可以委身

在一段关系中时，便开始恐慌。因为

害怕陷入感情枷锁的心，比渴望爱

情的心更强，所以巴不得赶紧逃跑。

当一个人被这种恐惧占据的

时候，他满脑子想的就是马上斩

断这段关系，让自己不再那么焦

虑。他的焦虑和恐慌已经大到使

他无法顾及对方的需要，只要恢

复自由之身。

■ 次严重程度

中度恐慌，出尔反尔

这种恐惧程度是相当普遍

的，即在一段真挚的爱情中衍生

出长期的惰性。彼此关系一直很

好，也梦想结婚的可能性，但是

永远都停留在可能的阶段，永远

不会做最后的决定。

■ 第三级

轻微恐慌，模棱两可

这种恋情一般会拖上好几

年，直到有恐惧感的那一方最后

克服恐惧，打破惰性，愿意加入

婚姻。否则就是另一方最后放弃

坚持，选择退出。

■ 第四等级

正常恐惧，轻微焦虑

轻微的不影响日常决定和生

活的恐惧感，是属于正常范围内

的。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轻微

的焦虑是表明这个人正在非常认

真地面对这件事。

这样的恐惧，是有积极意义

的，让人更主动地去面对这些选

择，并且主动去解决一些问题。

专家认为，恐婚心理当下受到如此高度关
注，一方面，现在年轻人普遍感觉生活压力增
大，有的人因为买不起房恐婚，另一方面，这
一代年轻人的观念跟以往发生了很大改变，不
愿意凑合，崇尚自由、害怕束缚。因此对结不
结婚虽有焦虑但不太焦急，于是逐渐滋生了恐

婚情绪。
对于当初的恐婚，“乖宝宝”类型的小辰虽

然没告诉父母，倒也没有瞒着丈夫和她的闺
蜜：“我先生就劝我啊，不想生孩子，那就晚几
年再说，我绝不催你，婚后也不用跟老人住在
一起。再说了，结了婚，工作压力会多少减轻
一点，不像单身的时候，加班、熬夜什么的，
你都是头号人选。”已婚的闺蜜也安慰她：“你
先生对你多好啊，你完全是想多了，婚姻没有
那么吓人。”
“他们劝着劝着，我就缓了过来，所以恐婚

症很短暂，也不严重。”小辰说。
而江女士的恐慌完全是忙没了的：“来得快

去得也快，我们 9月拍婚纱照，11月装修新
房，来年的3月领结婚证，4月办婚礼，由不得
你太严重就过去了。主要是事太多，都是我俩
自己跑，没太多时间让你恐，再加上闺蜜们安
慰我，和和稀泥就过去了。”

说起来，恐婚者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如
果把解决之道归结到一点的话，就是要认识
到，结婚还是要以感情因素为基础”。马昭然认
为，要克服恐婚心理，还得从感情经营出发。

马昭然说，很多人的恐慌可能是因为觉得
婚姻没有击中他们所需要的那个心理上的点，
因此克服恐婚往往需要的是某个点悉心到位的
体贴。“比如有个男士就告诉我，有一回，两人
走马路上，他帮女友拎着包，女友知道心疼
他，说要自己拎，他虽然还是拎着包，但觉得
女友很体贴，后来走热了，女友又把他脱下来
的外衣帮着拿在手上。就这么一个小细节，打
动了这个男士，让他觉得这个女人很体贴，能
慰藉到他的深层需要，就此帮助他克服了对婚
姻的恐惧。”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多是
独生子女，一直以来都是习惯接受别人的关
怀，自己并不擅长照顾别人和承担一些责任，
当他们想到建立一个家庭需要夫妻共同承担责
任和义务，还要处理好与另一方家人的关系，加
上听到周围人讲一些婚姻生活的负面状况，就难
免会产生焦虑和紧张，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马昭然说，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感情经营
好，只要双方都有继续前行的意愿，旁人劝不
劝都能克服这种心理，而良好的感情基础也将
是未来婚姻家庭生活和谐稳定的基石。

我有3个小姐妹。上高中的

时候，她们是老师眼里的乖乖组

合，上课从不捣乱，认真完成作

业，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和男生说

话。我却调皮捣蛋，是老师的重

点监视对象。

姐妹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

在。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有

一个小姐妹结婚。今年是2016

年，她们觉得应该轮到我了。上

个月，一个姐妹挺着6个月的身

孕向我打听，“十一”是不是要

办喜事。

3个姐妹在爱情里都很洒

脱。一个相亲半年，闪婚；一个

相亲一年，摇上了京城“房

号”，闪婚；最后一个姐妹，接

受了大学的追求者，去年10月

闪婚，成了个准妈妈。

她们的催促是有理的。在和

她们登上友谊小船那一刻，我还

有条爱情的小船。是的，我的男

朋友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已

经相恋9年。

在所有人的眼里，我们都是

模范情侣。他更是好好先生，永

远贴心，从不说“不”。然而，

这样的好好先生反倒让我成了爱

情里睚眦必报的吝啬女人。

我告诉3个姐妹，自己在爱

情里失去了冒险和未知。一件事

发生后，他是否懂？他的态度是什

么？他会如何解决？我全都知道。

9年共同成长的经历，让我

成了比他还了解他的人。每天生

活在无比的确定之中，继而衍生

出了一种深重而无形的气馁与失

望。这种情绪蔓延在心里，转化

成了对他的苛刻。用他的话讲，

我对他越来越不满意，要求越来

越多。

比起多数人，我最理解三个

小姐妹的做法，在爱情刚刚好的

时候，带上一把暗锁。每天醒

来，都是世俗的喜乐与吵闹，用

饱满的情绪迎接未知。

尴尬的是，在婚姻之前，我

已透支了这饱满的情绪。爱情就

像是一个悬在空中的酒器，酒太

多，线就断了。

其实，我很享受现在的状

态，这种我们离不开彼此，又不

会背负太多的惬意。我还是可以

随心所欲地换工作、换高跟鞋、

换包包，追求追求理想，给自己

多一点认同。

前些日子，因为种种原因，

我和他的母亲相处了一周。这不

是一段好的回忆，也让我更加珍

视这个独立的自己。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我们已

经驾着一只小船，慢慢悠悠地驶

了9年，一不小心就过了婚姻

的港湾。我们像是一对50岁的

恩爱夫妇，只是带着25岁的不

安分。

如果都不下船，还是会走下

去的，没准又一个不小心，就绕

回那个站了。

本报记者 刘 峣整理

虽然生活中绝大部分

人都是欢欢喜喜地步入婚

姻殿堂，但确有部分人存

在不同程度的恐婚心理。

专家认为，恐婚心理的存

在，并非始于今日，只是

如今更加受到关注。这当

中既有社会因素，也有个

人原因，很难用一把尺子

去判断新人的恐婚心理是

否适宜。

在去民政局的路上，怀着身孕的准妈妈忽然情绪失控，说什么也不愿意领结婚证，因为她觉得在两人的交往中，自
己始终付出得太多，却得不到相当的回应，最终宁肯放弃孩子也不结婚……

生活永远比故事更有戏剧性，这个堪比电影桥段的故事，就发生在北京心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婚姻辅导专家马昭然
接待过的咨询者身上。5年里，他目睹过至少600个各式各样的婚姻案例。

“80后”小辰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结婚
并正在孕育宝宝的她，对结婚前夕短暂的心理困
扰，依然印象深刻：“当时我们俩谈恋爱也有一
段时间了，感情也很好，自己对家庭生活也心生
向往，说起来是水到渠成，但真到临门一脚，又
没了勇气。”

同样的，江女士也有类似的经历：“不知为
什么就会突然发火，老公和我的闺蜜后来说，
当时我脾气大得吓人。”到了最后关头，在民政
局领证那一刻，江女士的恐惧达到了顶点，“我

放声大哭，把周围人都吓到了，后来想想这是
一种对未知人生的恐惧”。

这种恐婚心理有时不止于婚前，甚至在婚
姻的早期阶段，仍然给一些人造成困扰。“婚后
几个月时的一天傍晚，我从娘家取了点儿东西
后回家。正骑着车，忽然间有一种茫然的感
觉：天这么晚了，我这是要去哪儿啊？一瞬间
的无助与恐慌压倒了我，我停下来蹲在马路边
哭了好大一阵。”郑女士说，“说起来夫家上下
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但我当时还是对婚姻和家

庭怀有一定程度的困惑。”
其实，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谈婚论嫁

时怀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近日，某媒体所做的调查显示，有相当高比例
的受访者表示存在恐婚倾向，但这的确反映了
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婚姻本是人生最美
好的安排之一，在绝大多数人组成幸福家庭的
同时，恐婚心理也困扰着部分新人，他们大多
在家人、朋友乃至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克服了恐
婚心理，但也有人就此遗憾地止步于婚姻门外。

“恐惧什么？”小辰一时也说不出特别具体
的原因，“就是觉得只要感情好，结不结婚都
在一起啊，本来工作就忙，大学毕业刚几年也
没怎么玩够，觉得谈谈恋爱就足够了，结了婚
说不定会更不自由，以前多晚回宿舍都没关
系，结了婚的话，晚回家还得跟人家说一声，
说不定要被催着生宝宝，说来说去就是一大把
的担心，虽然细小，却足够令我烦恼。”小辰
犹豫了一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对方家
长不熟悉，如今却要我对着一对陌生人喊爸喊
妈，还要很尊敬很亲热，这真是很难为我的性
格。”

身为“70后”，郑女士结婚的时候已经年
纪不小。“我们那会儿，生活在一个中等城
市，一个姑娘20多岁了还不找对象，难免会受
到来自父母亲友的压力，所以挑来挑去找了一
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从感情上来讲可能经营得
不太够，但父母又觉得对象是你自己选的，有
什么好犹豫的？他们根本不理解我，其实只有
自己知道心底的那份不甘，怀着这样的心理状
态，匆匆告别自己的少女生涯，真有各种恐慌
啊！”郑女士说，“有朋友的情况和我类似，有
的甚至在婚前哭着对我说想逃婚，然而最终责

任大过任性，没敢放纵自己。我们恐慌什么，
可能就是对未知生活的茫然吧。”

对于谈了几年恋爱却依然不想结婚的李先
生来说，他的恐婚更多出于对责任的担心。
“现在我俩是AA制，我俩都觉得挺好。老实
说，我们不结婚是因为不想活得太累。看看身
边有家的，上有老下有小，累得什么似的。青
春宝贵啊，我可不想把有限的青春就这样被家
室拖累。再说了，房价这么高，结婚总希望有
个稳定的家，现在是买房压力太大，不买自己
心理上又有点过不去，所以思来想去我们就只
好这么拖着。”小李说。

依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恐婚心理也是各
不相同的。马昭然发现，找他来聊恐婚的，大
多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男女都有。根据研
究，他列举了几种不同类型：最常见的是没什
么具体原因的轻度恐婚，比如有一对新人，因
为女方特别爱干净，把家里的浴巾、床单什么
的都换成自己喜欢的品种，但是男方当时觉得
对她心理上还没有接受到那种程度，于是两人
就经常为了类似于用不用女方买的浴巾等小事
争吵。“像这样的情况，没什么原则性分歧，
两人。经过咨询后就正常地克服了恐婚。”马

昭然说。
马昭然还列举了他所了解的其他一些类型

的恐婚心理，比如有的是一方或是双方深受童
年不愉快经历的影响，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
最终恐婚；有的是自我条件特别好，学历高，
收入高，工作也忙，虽然有明确和合适的结婚
对象，但是感情经营却不够，恋爱质量不高，
只是觉得年龄到了该结婚了，真正要结婚时，
却发现感情不够深，对婚姻产生恐惧。此外，
还一些人是因为年纪轻，在可能不只一个的结
婚对象面前，不知道做出怎样的选择才是最好
的；又或者是有的人心理上不成熟，离不开父
母，担心在一起的话，调和不好对方与父母的
矛盾，甚至担心如果对方对我不好，我该怎么
办等，这类人也容易发生恐婚。最后，还有一
种人是因为身边亲友中离婚的多，担心现在离
婚率高，不希望将来蹈他人覆辙，对婚姻生活
不向往，所以导致恐婚。

在专家看来，结婚就面临着人生身份的重
大改变，新人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适应，甚
至产生了恐慌心理，部分年轻人所担心的婚姻
压力，实际上是一种对家庭的责任感，这在长
期被父母照顾得过多的年轻人中尤为普遍。

● 领证一刻放声大哭

● 恐婚原因各不相同

● 如何破解恐婚困局

爱情过满 婚姻过站
■ 郑 悫 北京 媒体人

案 例

恐婚的 4 个级别

● 网友吐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