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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不是“不能”，只是“不想”

由于饱受人口老龄化、少
子化的困扰，日本政府对本国
青年的婚育问题尤为关心，几
乎每年都会拨款资助各类机构
调查相关数据，而今年9月公布
的一项新调查结果尤为触目惊
心。

据报道，这项调查是由日
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
究所发起的，实施时间始于
２０１５年６月。调查人员向超过
５０００名年龄在１８到３４岁的未婚
男性和女性发出问卷，询问他
们的恋爱状态和性经验等相关
问题。结果显示，受访者中，约
４２％的男性从没有过性经验，
女性中这一比例为４４％。同时，
约７０％的男性没有在恋爱中，
近６０％的女性没有男朋友。这
一新近的调查数据十分触目惊
心，因为它显示出随着时间的
推移，日本年轻人保持“完璧之
身”的比例正在显著提高。该机
构２００５年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
调查，当时仅有约三分之一的
未婚年轻人选择“禁欲”。

“最终，他们仍会选择结
婚。”该机构人口动向研究部部
长石井太对这一数据解释道，
他认为这一调查结果正反映了
日本人对于生活的想象与现实
之间的鸿沟。“不过，由于理想
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他们倾
向于拖延结婚时间。正因为如
此，日本人现在大多结婚较晚，
许多人甚至一辈子不结婚。”

事实上，日本年轻人“不婚
现象”早已不是一朝一夕的问
题。早在2011年，日本NHK就
曾播放特集节目《无法阻挡的
未婚化》，跟踪调查多名单身男
女青年，解析他们不结婚的理
由。不过，NHK电视台当时给
出的解释是认为年轻人迫于经
济等压力不能结婚，提出了“男
子年薪400万日元是结婚门槛”
的说法。

不过，近两年来，越来越多
的数据显示事情似乎没有那么
简单，日本去年发布的调查结
果显示，日本年轻人不仅缺乏

“性趣”，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
日本２０多岁的年轻人中，高达
７４.３％的人不在恋爱状态，而
这些人中，不乏年薪远远超过

“400万日元门槛”的“高富帅”
和“白富美”。

日本2014年的另一份调查
则指出，相比于处在“团块世
代”的父辈来说，当代日本的

“平成一代”虽然的确面临上升
空间小等问题，但闲暇时间却
并不比上一代少，反而增加
20%左右，所以，“没时间谈恋
爱”“压力大”似乎也不是日本
青年不婚的真正原因。

总结起来说，日本青年对
于结婚，不是“不能”而是“不
想”。

给钱补贴也没用

怎样解释日本青年不想结
婚的问题？美国社会学者克莱
能伯格的《Going Solo》（中文
译名《单身社会》）一书似乎提
供了一些答案。不幸的是，这个
解释只是将问题进一步扩大化
了———“单身化”并非日本独有
的现象，而是一场已经蔓延世

界的浪潮。
《单身社会》一书出版于

2014年，而就在这一年，美国单
身成年人人口首次超过了已婚
人数。当年9月，美国的单身成
年人比例达到50 . 2%，约1 . 26
亿人。而与之相对应的是，1950
年时，美国只有22%的人维持
单身。

其实，美国能把单身时代
的到来推迟到2014年已经着实
不易了，克莱能伯格在书中不
无庆幸地指出，尽管美国人颇
以自立和个人主义文化为豪，
相比欧洲和日本，美国人仍然
是最喜欢成家的。“以国际标准
来看，这些数字（指美国成年人

的单身率）相当令人吃惊———
低得令人吃惊。在‘恋人之都’
巴黎，一半以上的家庭中有单
身人士，而在斯德哥尔摩，这一
比例则高达60%。”

放在世界层面重新考虑
“单身化”问题，就会发现，将
“单身化”归因于年轻人生活压
力大或东亚特殊文化的影响显
然站不住脚。比如在福利制度
完善、工作生活氛围远比日本
轻松得多的德国，单身化也呈
现一骑绝尘的趋势，目前，在号
称“单身之都”的柏林，单身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4%。
为了鼓励年轻人结婚育子，德
国联邦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出相

关福利政策，但结果表明，不愿
意结婚的德国本土青年们并没
有被“利诱”，最终因此政策获
益的更多是从中东来的、更重
视婚育的穆斯林移民，这由此
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搞
得德国政府焦头烂额。

无奈的德国政府不得不改
弦更张，通过征税遏制单身人
口的增长，目前在德国，单身汉
要将收入的近40%缴纳给国
家。然而，饶是如此，还是没有
吓退向往单身的德国人。德国
联邦建筑、城市和空间研究所
去年就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
称，虽然德国人口正逐年减少，
但住房的需求量却不降反增，
这个怪异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就
是单身者人数越来越多，而每
个单身汉都要找间自己的房子

“宅”起来。

与其解释不如积极面对

既然不能将年轻人不结婚
归结为工作压力和经济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遍
及世界的“单身潮”？为了解释
这个问题，媒体和学者们可谓
脑细胞用尽，怪论频出。不久
前，日本某小报就曾发文称：

“遍及日本的便利店，是宅男们
不结婚的罪魁祸首。”理由是随
处可见的24小时营业便利店，
几乎能满足单身汉们所有的生
活需求——— 有着各色菜品的便
当、牙刷、毛巾等生活必需品，
有生理需求时还有角落里的各
种成人杂志。

当然，把“单身化”归因于
便利店纯属玩笑，但不可否认，
越发便利的生活的确降低了人
们对结婚的“刚需”。克莱能伯
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就将结
婚的好处归结为两点：生活便
利、性需求的满足。而在一个发
达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好处
都不再需要以结婚为代价，就
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相反，结婚
需要付出的代价却很高昂，“婚
姻似乎跟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
格格不入”，少年人汲汲于逃离
父母的监控，青年人不愿过早
承担家庭的负累，中年人为家
事操碎了心，老年人和子女无
法沟通。相比之下，独居就简单
得多。一人吃饱全家不愁，既不
用操心一家子的温饱，也不必
刻意委屈自己迁就他人，唯一
需要做的是讨好自己。对于“个
人至上”的当代青年们来说，这
样的生活显然更美妙。

追问年轻人为什么不结
婚，其实毫无意义。我们甚至要
反问一句,年轻人为什么一定
要结婚？

“逼迫”年轻人结婚的动

力，首先是社会的固有观念。不
可否认，在既往的大多数社会
形态中，保持单身的“剩男”“剩
女”们都难逃苛责。不过，这种
风气似乎正在随着单身率的增
长而发生改变。还是以日本为
例，近年来，随着单身青年越来
越多，日本社会的观念也在急
速改变着。在十几年前，青年们
如果达到某个年龄还单身就会
感到“难为情”，为了避免被嘲
笑“连老婆都讨不到”，不少人
都会想方设法早点结婚。甚至
公司也会给成家后的员工更多
的升职机会，原因是当时的日
本社会普遍有“成家的男人才
有责任感”的观点。然而近年
来，这些观点在日本急速退却，
企业也不再根据员工是否结婚
来调整待遇，大多数日本青年
即便单身也不会感到难为情，
而在年轻人中，询问他人“你怎
么还不结婚”已经被认为是一
种很失礼的事情。

除了固有观念之外，单身
社会带来的少子化也是一个令
人忧心的问题，因为年青一代
如果不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将
导致整个社会的发展无以为
继。2006年时，日本政客麻生太
郎就曾针对本国青年单身化大
加批判：“年轻时贪玩，不赶紧
结婚生孩子，到老了想让国家
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虽
然从国家层面而言，这是句“话
糙理不糙”的大实话，但却踩了
广大单身男女的红线，在民众
的抗议下，麻生最终不得不收
回该发言。这一事件证明，在现
代社会，以国家利益为由催促
单身男女结婚，在道理上已经
说不通了。

值得注意的是，与东方国
家“单身化必然带来少子化”的
定势思维不同。欧美似乎并未
将两者建立必然联系，究其原
因，是因为西方社会对未婚生
育的观念比较接受，而其福利
制度也能为这类家庭提供保
障。不过，想让东亚文化接受未
婚生育的理念，以此方式让“单
身化”和“少子化”脱钩，要走的
路一定相当漫长。

人类正在面临一场空前巨
大的单身化浪潮，越来越多的
人将主动选择单身，而一个社
会越是发达、成熟，离这场浪潮
就越近。面对已成事实的“单身
化”浪潮，真正的问题是，我们
该如何应对它。

世世界界跑跑步步进进入入
““单单身身社社会会””

单纯用经济不景气、压力大

已无法解释年轻人为何不结婚

在中国北方俚语中，年轻人“一小把年纪”还不结婚、保持单身的行为被戏称为“耍单儿”，而
当代单身年轻人更喜欢用“单身狗”来自我解嘲。不过，最近的一些消息，却让这些玩笑变得严肃
起来：日本新近的一项调查发现，18-34岁的青年中有七成男性没有在恋爱中。而美国研究者的调
查则显示，这种偏爱单身的趋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全世界蔓延———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类历史
上从未出现过的“单身社会”。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2013年，日本单身汉地主惠亮因为一组“右手女友”的照片

而爆红日本网络。在片中，他用自己右手模拟情侣互相喂食的

场面，据说戳中了不少日本“单身狗”的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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