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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毕婚族
——— 摈弃“苍蝇族”的困惑，面对现状顺其自然

讲述人：丽音/女 23岁 结婚证已拿到手，正式进入“毕婚族”行列

我是5 月初和男友领的
结婚证，准备在今年国庆节
办酒席。拿结婚证那天，回到
宿舍，室友们调侃我“这结婚
证比毕业证领得还早”。其实
有些事情顺其自然跟着感觉
走就成，也没必要非得按照
约定俗成的规矩生搬硬套。
社会上有很多对“毕婚族”褒
贬不一的看法，但我认为这
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而
已。我们都是成年人，自己在
做什么，也是经过相当慎重
考虑后才做决定的。我和男
友从大二开始谈恋爱，又在
一个班，选修课都是学的一
样的科目，对相互人品的了
解都非常有底，一毕业就结
婚也是按照我俩的现状安排
的。

别人都说8 0 后如何幸
福、如何在优越的环境下快
乐成长，可谁能知道我们面
临的残酷现实呢？永远产生
不完的新鲜事物都会让我们
碰上。我从大一就开始打工，
到大四毕业，做过的工多得
连自己都记不清了，但至今
还是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
作，投出去的简历，连丁点儿
回馈的消息都没有。我现在
的状态特别符合网络上调侃
的“苍蝇族”特点——— 一只趴
在玻璃板上的苍蝇，前途光
明灿烂，但就是找不到出路。
年轻的心，空有一腔梦想
与激情，可惜寻觅不到
途径，困惑是“苍蝇族”
的一大特点。与其在
那儿混沌困惑着，还
不如先走进婚姻，
最起码人生的一
件大事安稳了，
同时也给自己一
个缓冲期。我说
这话并不是消
极懈怠，只是
想顺其自然
跟 着 现 状

走，就像现在，尽管工作还没
有着落，但起码婚姻感情却
是稳固的。

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什
么事儿都是瞬间变化万千，
就拿前几年的“隐婚”来说，
都说公司女白领结了婚还得
偷偷摸摸，生怕顶头上司知
道了，嫌女人事儿多，保不
住手中的饭碗。但我从去年
找工作时就发现一个有趣的
现象，好多用人单位先问我
“结婚了吗”，回答“没有”，
人家就摇摇头，说我不符合
要求。详细问下去，才明白，
原来有些公司在招聘中又改
变策略了，喜欢用结了婚的
女性，因为家庭稳固的女性
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省去恋
爱、婚假等诸多麻烦。真不
知是变化太快，还是我们这
代人命中注定就得可着劲儿
地折腾？况且我也不想当剩
女，我的一个学姐，大学毕
业后考上研究生，等研究生
毕业后，再找好工作，自己
也跨进了“剩斗士”的行列
里，每天被家人和亲朋督促
着去相亲。“7 0 后给8 0 后当
伴娘”，就是对剩女的绝妙
讽刺，我可不想有一天去给
9 0 后当满脸褶子的伴娘。这
就是现实，什么事儿也不可
能十全十美地都让你占尽。

也有人说“毕婚族”不
懂得爱情，是逃避现实，缺
乏责任感，一出校门就进围
城，是对婚姻草率、不负责
的态度。个人感觉这些说辞
很片面，我从大一开始就尝
试在社会上体验工作与生
活，感情也经历了两年多时
间，现在走进婚姻，无非是
把固有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个
调换而已。假如我还像“苍
蝇”一样，整天在理想与激
情中困惑迷惘，估计爱情和
工作我都沾不着边儿。顺其
自然地妥协，与现实握手言
和，就好比现在的我，工作
与事业正在寻觅发展中，但
爱情与婚姻已经瓜熟蒂落，
夫妻二人共同奋斗也不错。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更
何况是不喜欢按常规出牌做
事的80后。

鹃毕分族
——— 纯真的爱情随着毕业一起分道扬镳

讲述人：恩炀/男 24 岁 毕业后，与她天各一方、渐行渐远

“有情饮水饱”是大学爱
情里最壮烈的一句口号，仿佛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爱我、我疼
你，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忽略。
我和女友像众多大学同学一
样，让最纯净的恋情在象牙塔
里发芽生根。那时的恋爱真的
特别干净，一心一意爱着对
方，思想也特别单纯，认为再
大的困难都会在爱的力量面
前低头，爱情就是生活的全
部，但我们却忘了现实，也忘
了我们在一天天长大，思想也
跟着不一样起来。

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
当时头等忙碌的大事就是投
简历找工作，工作还没着落，
爱情先丢失了。我和女友分
手的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想法
不同，她要出国，认为一个人
在年轻时应该走出去看看外
面世界的不同。从大三开始
她就为出国做准备，并且督
促我也加强学习和她一起出
国。而我认为实在没这个必
要，如今的“海归”也不见得
就多么吃香，况且父母一直
希望我在济南工作生活。意
见的不统一，让我和女友的
心也逐渐拉开距离。她嫌我
固步自封，没有年轻人的闯
劲儿，我指责她好高骛远，不
切实际。总之两个人都不肯
向对方妥协，或许这就是8 0
后的爱情吧，凡事先考虑自
己，从没替对方考虑，更没有
学会怎样呵护神圣的情爱。

去年大学毕业后，我俩还
算幸运，都找到了比较合适的
工作，只是从此天各一方，我
在济南，她远在湖北。也曾经
和她讨论过以后的感情如何
发展，甚至说到过结婚的问

题，但她在MSN上给我打过
一行字来：“我俩一个在济南，
一个在湖北，在哪儿安家？我
们有能力买房子吗？有实力过
高品质的生活吗？现在的工作
连最基本的保险都没有，顶着
各种压力，如何为以后的婚姻
做打算呢？”几个醒目的问号，
让我的手指无法在键盘上给
她回复。摆在眼前的状况就这
么实在，正如女友说的，我们
连做“周末夫妻”的权利都没
有，两地相隔的距离，长期分
离带来的心灵上的隔阂与分
歧，谁又能说服谁为爱情去奉
献呢？就像我的一些同学，即
使没有和恋人分手，他们的爱
情也变得像“淡水族”一样乏
味。踏出校园大门才发现，原
来爱情和面包都不能缺少，有
时甚至面包更为重要些。“有
情饮水饱”的校园爱情，最终
还是无法和现实抗衡，因为生
活真实得太彻底了。

与其这样相互牵扯着，还
不如趁早理性地斩断情丝，给
对方更自由的空间。去年7月
底，我和女友正式分手，成了
标准的“爱情随着毕业一起分
道扬镳”。今年4月，前女友给
我发了封邮件，告诉我她已经
准备好 9 月份出国。发这封邮
件的时候，她正在忙着办理出
国的各种手续，而我则在公司
焦头烂额地处理办公桌上的
文案。两个人在不同的环境、
陌生的城市中，各自为自己的
理想和以后的出路打拼着，唯
独没有替那分纯真的校园爱
情有所思虑。但我没有丝毫失
落，因为毕竟拥有过那种纯真
的感情，这也是一分宝贵的青
春印记。

清醒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毕婚族”与“毕分族”群体的出
现，曾遭到诸多不满的争议，认为他们是在逃避现实，对感情的
放纵，但是无论面临怎样的争议，这个族群也是生活中真实上演
的现状，就像媒体给他们的定义：“‘毕婚族’与‘毕分族’不会成
为80后的主流生活，但却有上升的趋势。”大学生毕业，爱情该
如何安放，皆是因人而异的一种生活选择。在现实面前做出理性
的选择，也证明80后们会用自己独特的见解，面对应接不暇的
新鲜事物而做出恰当的判断。美国作家汤姆·沃尔什在《过自己
的生活》中写道：“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别人的生活，不必为取
悦或迎合别人而活。过自己的生活，要凭良知做事，善待自己，为
自己甘心情愿为之承担的责任而效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前提
是要有责任，要经过清醒慎重的考虑，这样才能更好地安放校园
里的青春爱情。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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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至7月初，是考试、毕
业的季节，大家忙着找工作、写
论文，忙着处理大学生活最后的
青春印记。此时，即将走出校园
的大门，面对现实生活，校园里
曾经你侬我侬、卿卿我我的爱情
又该如何结局？该怎样给这分爱
恋一个交代，似乎成了摆在众多
学子面前的问题。随之而来，便
出现了“毕婚族”与“毕分族”两
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踏出象

牙塔，直接走进围城的琐碎？还
是放弃曾经美好的青春爱恋？这
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出了一个
很大的难题。

根据媒体给出的一份调查
显示，选择当“毕婚族”有以下几
个理由：37 . 1%的人认为大学时
代的感情纯真，应当珍惜；
28 . 8％的人是出于对婚姻的一
种渴望；26％的人认为这样可以
避免工作后太忙，无暇谈婚论

嫁；还有17 . 6％的人表示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一些大学网站论坛上，有人
更是给爱情下了一个定义：“尽
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不结
婚，爱情就死无葬身之地。”此话
说得悲壮且决绝，似乎给了“毕
婚族”们非常坚定的信心。而“毕
分族”似乎更注重自己的感受和
对现实生活的选择，最近广州妇
联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9 . 2%

的女生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
是可少奋斗很多年；57 . 6%的女
生则愿意选择“潜力股”作为结
婚对象。

爱情和物质，到底谁最重
要？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准确的答
案。大学毕业的季节，也给年轻
的爱情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
是分别，还是继续？此时的爱情
好似风中的云朵，不知该给它一
个怎样的明确方向……

□清清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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