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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分OR毕婚

校园爱情该如何安放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李涛

时光流转，又
是一个毕业季。在
不同的时间中，我
们可能会在同一个
地方，演绎同样的
人生。在大学毕业
生出没频繁的QQ
群和各大高校论坛
里，关于校园爱情
的结局从来不乏叹
息声。毕业了，有
人终成眷属，但多
数校园爱情都没有
开花结果，随着毕
业的临近，在就
业、前途等生存压
力面前，爱情脆弱
得不堪一击，分手
成为必然。

分隔两地，爱情触礁

美丽校园是滋生爱情的温床，但曾经的海誓
山盟碰上现实的铜墙铁壁，往往变得不堪一击。据
统计，大学生毕业分手率达80%，其中分隔两地成
为最常见的一种分手“借口”。

刘琳琳和男友曾是校园里公认的一对“模范
情侣”。刘琳琳曾与男友相约，两人毕业找到工作
就成家。

然而，曾经的海誓山盟因就业问题而逆转。本
以为两人都能顺利找到好工作，但男女双方却机
遇不同。毕业后刘琳琳被潍坊一家事业单位录取，
男友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在市区一家
培训机构担任实习老师。刚刚毕业，两人的薪水与
前途差距立竿见影。尽管刘琳琳再三表示，不介意
男友的工作不如自己，但男友在强烈的自尊心驱
使下，还是几次暗示她分手。

两人的感情勉强维持了近半年，最终，男友回
到青岛老家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刘琳琳却因
为不愿放弃眼前的工作而分隔两地。

与以往大学生情侣群体一样，如今的大学生
也面临着毕业后“两地分离、前途悬殊”等问题，然
而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距离感”加
速了校园爱情的触礁，有人出国深造，有人执意留
守；有人高成，有人低就……在80后大学生看来，
彼此的分歧与矛盾在这个阶段都是不可调和的，
与其苦苦维持，不如斩断情丝，各自从头再来。

还要一起，毕业结婚

曾经卿卿我我的校园恋人，在告别校园时，到
达了一个转角。因为种种原因，毕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校园爱情的结局。当爱的梦想遭遇现实，当爱
情路过转角，多数人放弃了爱情，但也有一些人成
了备受争议的“毕婚族”。

小亮和女友是今年的毕业生，与整个弥漫着
眼泪的毕业环境相比，小亮在同学之间显得有些
与众不同，因为再过几天，他就要和女友领证结婚
了。

小亮和女友是大三相识的，“有一种相见恨晚
的感觉”，小亮说，两人恋爱一年多，对彼此都比较
了解，适合做终身伴侣。尽管还没毕业，但两人在

毕业前就已经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两人现在
都处在实习期，两人工资加起来还不到3000元，每
个月除了交房租、水电煤气费、交通费，两人可支
配的工资所剩无几。小亮说，两个人偶尔也会因为
生活琐事闹闹别扭，但毕竟感情基础比较好，矛盾
很快就能化解了。

小亮告诉记者，上个月，他号召宿舍几个哥们
制造了一场浪漫的求婚，等拿到毕业证那天，他就
和女友到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他相信，只要两个
人在一起，一切都不是问题。小亮认为，那些以毕
业作为分手借口的爱情，多数是因为对感情不坚
定。在小亮眼里，任何以毕业作为分手的理由都是
借口。

带着美好的回忆继续人生

潍坊职业学院宣传统战处副处长孙维富表
示，大学生谈恋爱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为
他们年龄很相近，而且绝大部分大学生又都住校，
彼此了解更多，产生感情也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

情。再一个，大学生经历了高中三年寒窗苦读，思
想、感情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迈入大
学校园后，支配空间相对增多，找一个志同道合的
人聊以自慰也是很正常的。

然而，这种情感确实与社会上的一些恋爱不
同，它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阶段，彼此在一起
学习时产生的。这种情感是很单纯的情感，他们不
带有功利色彩。但是，大学生恋爱往往没有结果，
又是大学生爱情的一个特点。

毕业即分手也是所有大学生情侣都要经历的
一道坎。

恋爱是难以驾驭的人生艺术。渴望谈恋爱是
一回事，会不会谈则是另一回事。许多人疯狂地投
入进去，惨败地退出来。有些学生谈恋爱纯属跟
风，将爱情当儿戏，此类爱情也是不会长远的。

事实上，一些大学生情侣面对分离时，往往会
做出一些过激行为。由于思想不成熟，加上独生子
女娇生惯养，遇到挫折容易采取极端行为，既毁了
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把过去两人的美好亲手毁掉。

大学中一些情侣在毕业面临分手时，要摆正
心态，不妨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将来的人生。

就业难、物价贵、房价高

你离经济独立有多远
本报记者 孙翔

独立，也许就在不远处

潍坊学院的小沈谈起毕业，流露出一丝兴奋。
今年上半年他就开始在济南一家证券公司实习，
一毕业他就可以直接到公司上班。他说他跟别人
的想法不一样，别人毕业的时候更多的是难过，而
他更多的是高兴。

原来，由于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家里供他上大
学非常不易。父亲身体不好，没有工作，母亲在一
家橡胶厂打工，依靠母亲的日夜加班，他才交齐了
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才有了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家里这么困难，母亲这么受累，我自己在学
校里也不是滋味。”小沈表情有些沉重，“本来我就
不希望依靠家里人，看着母亲越来越老，我就更得
做点什么。”于是，从大一开始，他就开始了打工生
涯，当家教、干家政、做推销、端盘子……

“大学除了第一学期，我几乎没要过家里的
钱。”他说，在大学里，他的周末和假期几乎都在工

作，所以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像一个社会人
那样，穿着比同龄人更成熟的衬衣、皮鞋，早早的
到社会实习。

工作没着落，只能靠家里

小郑是小沈的同学，他的毕业季却是另一番
模样，说起毕业后的打算，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还在找工作呢，争取早日找到。”
其实，小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工作，他打算跟

女朋友一起考研究生，从去年上半年就开始复习
考研，但最后的成绩不理想。家里人不希望他再花
一年的时间复习第二次考研，因为他们觉得即便
读了研究生，就业形势依然不乐观，还不如直接工
作，多积累几年经验来的实惠。

对于父母的意见，小郑虽有些抵触，但也不得
不开始找工作。先是参加了国家和省里的公务员
考试，由于准备不充分，没考上。眼看就要毕业了，
他才开始四处投简历找工作。

“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所以漫无目
的的撒网，就这样一晃到了毕业。”小郑在毕业答
辩的这段日子一直很郁闷，看着很多同学都拿到
了聘书，没找到工作的考上了研究生，没考上研究
生的家里给安排工作，似乎只有他自己仍然无着
无落。

“看来毕业之后这一年只能靠家里了。”小郑
说，不少同学用工作挣来的钱请客吃饭，这让他在
眼红之余，也有些羞愧。“工作之后挣了钱，再慢慢
还给爸妈吧。”

高房价面前，被迫“啃老”

在潍坊这个城市，房价并没有高的离谱，但对
于刚刚工作一年多的小胡来说，压力依然很大。

小胡和他女朋友从大学相恋，到现在已经谈
了4年多。女朋友希望能尽快跟他结婚，确切的
说，是女朋友的家人觉得大学毕业都已经两年
了，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

“如果结婚只是到民政局领个证，那我就不
用这么纠结了。”小胡说，没有房子没有车，结
婚就不太靠谱。去年的时候，看着房价还算稳
定，他跟家里人一商量，就买下了一套100多平
米的房子。

小胡的家里并不宽裕，父母的月收入加起
来也只有 5 0 0 0多块钱，省吃俭用加上东拼西
凑，终于勉强交齐了首付。“从此我就开始了
房奴生涯。每个月都要交给银行2000块钱，我
自己每个月多的时候也才发3000多块钱，遇到
少的时候连2000都不到。每个月除了吃饭，还
得交700多块钱的房租。”说起这些，小胡苦笑
了一下。

“没办法，遇到工资不够用的时候，就只
能厚着脸皮跟爸妈要。他们省吃俭用，每个月
才能攒下几千块钱，结果还得被我抽掉一大部
分。他们辛苦大半辈子，现在本应该到了享清
福的时候，却还得为了我卖力的工作。”小胡
说，他为此时常觉得愧疚，可愧疚也没办法，
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接爸妈递来的钱。“我相信
以后会好的，等过几年工资涨了，还上房贷，
一定把他们接来好好报答。”

在高房价的时代里，刚刚离开大学的毕业
生们，多数只能无奈的接受家人的接济。自
觉、不自觉的，自愿、不自愿的“啃老”，已
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好在，毕业生们都在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这段经济独立前的黑暗能
够早点过去。

毕业了，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毕
业生们来说，就业成为他们最关心的
话题，有了工作，便意味着经济上的
独立，可以不再依靠家人，但当前的
社会大环境下，羽翼未丰的毕业生
们，在房子、车子以及婚姻的多重压
力下，不得不继续接受家庭的资金支
持。毕业了，经济独立还有多远？

（（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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