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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D
不做“啃老族”，不要物质婚姻

裸裸婚婚时时代代，，让让我我们们一一起起““裸裸””吧吧
本报记者 张焜 董惠

裸婚挑战现实

“裸婚？啥是裸婚？”李峰还清楚记得，当时
妻子跟岳父说起“裸婚”时，岳父愕然的眼神。

2008 年，22 年一直没有离开过湖北的李
峰随大学同学一起来到潍坊创业，在同学父
亲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型 IT 公司。因工作关

系，2009 年，李峰认识了在潍坊一家事业单

位上班的许玲玲。2011 年初，在向许玲玲求
婚成功后，两人决定结婚。

许玲玲的父母是普通工人，手头的积蓄
不多，李峰的父母也是本本分分的农民。当真
把结婚提上日程时，没房没车的现实顿时让

喜事尴尬起来。

不仅如此，李峰做了 3 年的生意刚有起
色，也急需注入更多的资金。李峰愁坏了，该
不该拿做生意的那些钱结婚？左手事业右手
家庭，都不能舍弃。

看着爱人经常皱着眉头发愁的样子，许
玲玲很是心疼，父亲还是不停着跟她商量买

房、买车的事情，她实在忍不住了。那天当着
父母和李峰的面，许玲玲突然冒出一句：“我

们干脆裸婚吧！”李峰愣住了，他看了看许玲
玲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许玲玲父母愕然的

表情，一时不知说啥好。

不买房、不买车、不办婚礼甚至没有婚戒

而直接领证结婚。许玲玲的父亲知道裸婚的

意思后，气不打一处来，当着李峰的面甩出一
句话，“这婚不如不结了。”

尽管许玲玲向岳父母提出裸婚的时候，

他心里真有那么一丝侥幸心理。但他知道这
不可能。

在各方面压力的围剿下，李峰只能想法
子“脱裸”。

3 年生意，多少有些存款，只能先拿来结

婚，又跟父母、亲戚朋友借了些钱，光房子首
付，买车子的费用就花了 20 多万，再加上酒
席等各种结婚的费用，基本上没剩下几个钱，

还背上了十几万的债。“结个婚，不但花掉了
自己三年的积蓄，还让父母的日子变得紧巴，

挺无奈的。“李峰说。

结婚后，尽管李峰也想过，如果“裸婚”，

兴许自己就没有这么重的经济压力，没有看
不到边的债务，不必在拓展业务的各种机会
面前考虑再三，自己能够轻松地工作，以后挣

钱给妻子买大房子买好车。

“裸婚，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想自己奋
力“脱裸”的过程，李峰苦笑着说，跟多数年轻
人一样，“裸婚”这个词想想、提提罢了，在潍
坊这个房价看来不高，收入似乎不少的城市，

裸婚并不被认可，虽然按照实际能力，自己应

该裸婚，但世俗不允许他这么做。“现在的人

都现实，就拿结婚来说，物质条件远比感情重
要。”李峰无奈地说。

有数据显示，2010 年潍坊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46 元，平均每个月约
1662 元，而相比现在的高房价，大部分年轻人

是无法靠自己的能力买上车买上房的。

在不少人眼中，没有三四十万元钱用来
结婚，在潍坊这个城市似乎“搬不上台面”。但

现实是大部分年轻人并不具备“脱裸”的条
件，为了迎合社会，为了顺应传统，不少年轻
人只能靠“啃老”来“脱裸”，不但让自己过早

地背上经济负担，还让父母跟着操心。

裸婚同样幸福

裸婚到底啥滋味？很多人觉得不靠谱，不
光彩，但王晓清、杨凯不这么认为。作为典型
的 80 后，他们觉得不依赖父母、靠自己打拼，

裸婚照样可以很幸福。

杨凯出生在菏泽农村，家里经济状况不
好，而且兄弟姊妹好几个，要想买车买房，指
望家里帮忙不可能，对于杨凯的家庭条件，王
晓清早就知道。

起初，王晓清心里也打鼓。自己虽也是农

村人，但父母在当地打拼多年，家里还算殷
实。父母培养多年供她到上大学，找好工作，

就是想让她找个好归宿。“爸妈觉得，一个女

孩子找份轻松点的工作，再找个家境说得过

去，至少能买得起房的男人，这样日子才不会

过得太差。”王晓清说，父母的用心良苦她都

明白。

但禁不住杨凯死心塌地的对她好。更重
要的是，杨凯虽然家境不好，但心里有想法，

他努力、进取。而回忆起当年自己非他不嫁的

那股牛劲头，王晓清不禁笑出了声，但从她坚

定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王晓清没有丝毫后悔。

“外人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
性”。曾经王晓清的父母也提出先借钱给杨
凯让他先买房，但被杨凯拒绝了。“他说不
愿意麻烦老人，不想‘啃老’。”

婚礼是在杨凯的老家举行的。没有房
子，没有车子，女方家几乎没去什么亲戚，

女儿嫁得寒酸，做妈得更觉得没面子，更羞
于向亲戚启齿。

刚结婚的一两年，每次王晓清回家，父
母总要唠叨上几句，“邻居家女儿结婚了，

男方买了多大房子。”尽管没有提杨凯，但

她能感觉到父母对杨凯的不满意。当时她就

纳闷，做父母的怎么就这么武断，只要自己

跟老公相爱就好，为什么非得加上这么多条

件。她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做“啃老

族”，有房有车固然好，但这不是结婚的必

要条件，虽然裸婚，但自己很幸福。

去年年初，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杨凯从

一家企业辞职了，与朋友合租了一间商铺，

成立了一家装修公司，尽管没有装修方面的

专业知识，但凭借自己积累多年的人脉关

系，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还买上了车。

而今年年初，杨凯跟王晓清凑齐首付买

了一套房，更重要的是，王晓清从父母口中再
也听不见当年的冷嘲热讽，现在父母还经常
来家里住几天，陪陪外孙，一家人其乐融融。

王晓清很庆幸自己选中了一支潜力股。

反观当年那些跟自己条件相当，但提早背上
经济债务而“脱裸“的朋友、同学，日子过
得都很紧巴。

对于当年裸婚的决定，王晓清称很正
确，她说，婚姻看重得是感情，不是物质条
件，两个年轻人完全可以先结婚，再打拼，

裸婚并不丢人，相反的在没有经济实力的前
提下靠“啃老”等方式一味的“脱裸”，让
自己或家人背负过重的经济负担，这才是丢
人的。

裸婚是社会进步

《裸婚时代》的编剧周涌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现实中有太多人走不下去，常常与
爱情无关，他们只是败给了生活。

因一部电视剧，“裸婚”才被众人津津
乐道。其实仔细一想，在老一辈人眼里，

“裸婚”，他们并不陌生。

有些年纪的“过来人”都还清楚地记

得，在他们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很多人都

是正宗的“裸婚”族。他们靠着对爱情的执
着、彼此的信任，白手起家、辛苦打拼，照
样把家庭、事业经营的很好。

相比起来，他们忠于爱情本质的婚姻似

乎更受人尊敬，也丝毫没有影响生活的质量。

70 年代，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

80 年代，冰箱、彩电、洗衣机。

90 年代，电脑、空调、摩托车。

现在，房子、车子、票子。

“三大件”的悄然变化，无疑是人们生

活质量提高的一种喜庆、又被人乐道的直观

表现。但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新时
代的“三大件”正逐步演变成现在很多年轻

人择偶的首要标准。而这也造就了新时代的

畸形婚姻观及价值观。

在“裸婚”不体面、不光彩的时代里，

更多的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啃老”、稳定

压抑的工作“脱裸”。而房子无疑是“脱
裸”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2010 年，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

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撰文称，高房
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

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尽管

争议声此起彼伏，但它道出了一个事实：对

于更多的中低收入者，不想“裸婚”，那就

离开这个城市吧！

但无可否认，相比北京、上海，正大踏

步迈进“大城市”之列的潍坊需要不同类型

的人群将自己塑造成多元化的城市，需要让

更多中低收入水平、但对城市发展充满理想

激情的年轻人留下来，在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的环境中迸发无限潜能，让城市发展更具可

能性。相反，靠啃老、稳定压抑的工作“脱

裸”只会让城市发展死气沉沉。

有社会学家称，根据现在人们的平均收

入及物价情况，现在就是裸婚的时代。而裸

婚不仅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婚姻理解的转变，

而是婚姻本质意义的回归，是社会的一种进

步。

《裸婚时代》，一夜之间使“裸婚”变成众人谈资。

“无车无房无钻戒，不办婚礼不蜜月，没有婚纱没存
款，裸婚，你愿意吗……”

多数潍坊人对此，可能一笑置之。在潍坊这个房价看
来不高、收入似乎不少的城市，东拼西凑，总是能有些钱买
房买车请客的，为什么要在人前失了面子？

可是，也有人开始意识到，为了“脱裸”，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通过“啃老”，或者在力所不能及时过早背上沉重的经

济包袱。他们变得弱不禁风，在各种机会面前畏手畏脚。

在围观“裸婚”的同时，我们发现，在当前过于追逐物
质的时代，“裸婚”或许是种回归，更是城市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