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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然 35岁，是一家外企的财务，

妥妥的白领；丈夫大她 3 岁，做的是
质量检验，平时出差不少。 结婚后，两
人的工作都很忙，本想着过两年再要
孩子，但因维持着“二人世界”的平
衡，就有了一种“排他性”，觉得不当
爹妈的生活也很自在，甚至可以预料
到生了孩子后反而更容易增加矛盾，

于是就把生孩子的事情给搁置了。

5年前， 夫妻俩把 20斤的柯基
抱回了家。 有那么一瞬间，李然觉得
自己“当妈”了。 这些年，周围的朋友
同学陆续结婚生子，朋友圈里日常吐
槽、晒娃越来越多，李然却和丈夫做
了一个重要决定———不生孩子了。

“做出这个决定其实也源于我们
的狗。 ”电话那头，李然有些愧疚，大部
分时候，“毛孩子”独自在家，她从摄像
头里看到，它在沙发上坐坐，在客厅里
转转， 无聊的时候打个滚， 快到下班
时，就老老实实在门口等候主人。 “我
们给它的时间太少了，假如生了孩子，

恐怕也是丢给老人， 自己不可能有时
间管，也就不能很好地养育孩子。 ”

从此，李然发现，“孩子”这个词
仿佛就从家庭聚会中消失了。 她不明
白公婆是何时转变的， 但她知道，一

定是丈夫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李然想
起某次，一家人看《婆婆和妈妈 2》中，

陈松伶和婆婆承包了一半以上的槽
点，陈因为不能生孩子，婆婆又特别希
望享受天伦之乐， 两代人的相处难免
有膈应。李然和丈夫两家都是上海人，

两对老夫妻对有没有孩子倒是看得挺
开， 他们对李然说：“生不生都有苦有
甜，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

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李然曾经剖
析过自己。她也时常觉得，那些生了二
孩的家庭充满了生机， 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 但再看看自己，过得也很好，白
天上班，晚上做饭、健身、上网课，休息
天可以去徒步， 每一天都可以安排得
很充实。 “各有各的好吧，越含糊越容
易后悔，反正我是铁了心不生。所以最
大的难处是必须尽早规划我们自己的
养老。 ”当然，现在享受没孩子的轻松，

老来也要承担自行养老的挑战。 夫妻
俩想着提前留一点积蓄， 尽量保持身
体健康，培养自己的爱好。 李然说，最
重要的就是经济保障。其次，只要身体
健康并且有自己的圈子和爱好， 就会
衍生出很多养老方式。

这些年，李然也曾被周围人催生，

认为她“过几年就会后悔”，也会被朋

友质疑“不生孩子是自私”。李然说，这
些问题她也经常拷问自己， 并且拥有
了自己的答案。想要怎样的家庭模式，

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假如我生了孩
子又管不好， 恐怕也会有人说我缺乏
责任心吧。 ”

在李然看来，对孩子生而不养，或
者因为种种原因养不好孩子， 造成的
遗憾甚至悲剧并不少。 知乎上有个提
问就是:“丁克是因为自私吗？ ” 有 1

万多人关注，1000多人回答。 一位网
友说，无论丁克还是生孩子，都是自利
行为无疑。 但这种自利能否归为自
私？ 看“权界”在哪里。 旧时代的宗族
社会，没有子女，老人就得不到供养，

家族就无法存续和壮大；在“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的俗约中，丁克是自私。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化养老之
风东渐， 生育被承认是一种权利而非
义务，是个人的自由，丁克或者生孩子
都不是自私。

相比较同龄人对于育儿的焦虑和
烦恼，李然坦言她是完全没有的。因为
没有孩子，不需要换更大的房，两人收
入均可， 平时吃大餐、 旅游都没有问
题。夫妻俩的契合度很高，是理想中的
状态。 “每条路都有自己的风景，你选
择了这条路， 就不要去羡慕别人的风
景了。 ”李然说。

二 ?次胎停后，她放弃了生育

    虞琪（化名）毕业于知名 985 高
校，27 岁结婚， 不久就怀孕了。 但
是，由于身体条件原因，两次怀孕都
经历了胎停。 从怀上孩子的兴奋到
失落、 从期望变绝望……多少个夜
里，虞琪醒来，眼泪打湿枕头。 整个
备孕、怀孕的过程，都让她充满了焦
虑和恐慌。 为了一个孩子，虞琪跑了
五六十次医院。

努力了 2 年， 终究没能再怀上
孩子，婆婆用“别人怀孕八九次终于
成功”的案例来鼓励她，但虞琪特别
害怕这样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试
管婴儿做了好几次， 还跑去泰国，后
来终于成功了，40岁生下孩子， 不再
像从前那样魅力四射，她甚至为了孩
子甘愿放弃一切，聊天所有的话题都
是‘孩子’，为了换房，夫妻俩还过上
了节衣缩食的日子。 ”虞琪说，去年，

她再一次踏进辅助生殖门诊的时候，

想起了这个朋友，于是退缩了。 “干

脆不生了， 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如
此狼狈。 ”

丈夫没有再说什么， 而婆婆却十
分伤心。一开始，婆婆劝说她：“不生孩
子， 你们老了可怎么办？ 你看那个老
张，变成孤老，只能靠居委会照顾！ ”

“医生总是有办法的， 多去看看。 ”后
来，见她无动于衷，婆婆又开始发朋友
的孙辈照片，“这娃儿多可爱！ 你俩都
这么优秀，要是有个孩子，肯定也继承
优点的”！

偶尔回家的时候， 面对父母，虞
琪也会有点内疚，他们是被迫支持、

假装理解的。 在老人眼中，生命得以
传承、亲情得以延续，是人生的重要
意义。 哪怕生了孩子会让自己的生
活质量变差， 这种付出和牺牲都是
值得的。

婆婆 60多岁， 退休前做的是财
务，退休后还在给其他公司当“顾问”，

她甚至提出，如果虞琪生了孩子，她可

以全力以赴带小孩，还可以补贴他们。

一有聚会， 家里的亲戚们也总是勤快
地向他们表达关心。 不过， 虞琪对此
“免疫”了。

大约一年之后，婆婆不再念叨了，

而是选择到处旅游，以此排遣“没有孙
子带” 的寂寞。 那天在家里看 《小舍
得》，婆婆正打着毛线，故作轻松地说：

“还好我们家没有这样管作业时的鸡
飞狗跳！ ”

“呵呵。 ”虞琪发出了一声尴尬的
笑。 要不是因为疫情，她甚至想好了，

去国外读个书再回来， 避开来自家庭
的催生压力。 “生孩子不能给我安全
感，但奋斗可以；没有孩子，我可以过
得很光鲜。”这句话虞琪在心里默念过
很多遍。

她并不确定自己可以坚持多久，

有时还会害怕，再过十年，后悔了怎
么办？ 那时身体条件更不允许生孩
子，会不会遗憾？ 虞琪说，不敢想这
些，但她知道，自己做的决定，就要承
担一切后果。

三 ?递一个科学理性生育观

    为什么要生孩子？ 有人是
喜欢孩子， 有人是为了传宗接
代，有人是因为维持婚姻，有人
是被父母催促， 还有人是养儿
防老。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每
一个人都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
权。 这些年，全国政协委员、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
丛剑教授看得太多了， 医院里
大多是“生不了”的群体，看似
是一个医学问题； 但生活中，

“我不生”现象在年轻一代中呈
现上升之势， 这就变成了社会
问题。

为什么不生孩子？ 徐丛剑
记得一个不到 30 岁的女青
年，挂了专家门诊竟然是为了
来“流产”的。 她和未婚夫感
情稳定， 但就是不想要这个
孩子， 理由有很多， 工作太
忙、没准备好当妈妈、担心消
费降级， 再加上养孩子身心
俱疲身材走样，更重要的是，

生活重心会全面转移， 归根
结底就是“不想要”。

还有一个女性患者， 令徐
丛剑印象深刻。她罹患宫颈癌，

本来是没有机会再生育的。 为
了保留生育功能， 可谓历经千
辛万苦， 医生和她本人都面临
重重挑战。手术做完一年多，她
怀孕了， 却说自己不能放弃现
在的工作，还要挣钱，暂时不能
养孩子。 徐丛剑不解地说：“当
初你为了孩子尽可能缩小手术
范围，几乎不要命了，现在你却
为了要挣钱不要孩子？ 你当初
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 作为医
生，他批评了患者家属，这也是
他言辞最激烈的一次。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
发展，当今国人的婚姻观念、婚
姻状况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出
现了明显的结婚率下滑、 离婚
率持续攀升和初婚年龄推迟的
趋势。

未来的生育主力军 90

后、95后们， 也越来越抗拒生
小孩了———“生娃前是基本小
康，生娃后又穷了。”“连婚都不
想结了， 还生孩子？ ”“生孩子
后，我不能享乐，还要面临消费

降级。 ”

“时代真的变了！ ”徐丛剑
说，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了一波
出生高潮之后后继乏力， 这几
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比
没开放全面二孩政策之前还要
低。 “因为生育放开后，群体之
间的差异更大了。 导致 90后
们不愿生育的原因有方方面
面，嫌麻烦、养不起、不想被套
牢， 为了孩子放弃自我的观念
也不复存在。 ”

事实上， 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符
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徐丛剑说，“长期以来晚婚、晚
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
心中，农村人口大迁移，导致传
统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 加之
离婚率升高， 生育率下降在所
难免。此外，高昂的房价和高额
的养育支出， 让许多年轻人不
想生、不敢生”。

许多人或许认为， 人口减
少是一件好事。然而，答案可能
并没有那么简单。 人口减少的
后果是复杂而深刻的， 是会影
响个人生活、家庭架构、国家前
途和社会发展的。

徐丛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就提交了一份提案———构建生
育友好型社会。他说，鼓励适龄
婚育， 国家应给予适龄青年更
优惠的生育政策， 例如对适龄
产妇在报销比例上倾斜、 对产
妇的父母及丈夫在休假政策上
放宽，通过政策的长期引导，鼓
励适龄生育的理念， 才是提高
人口出生率、 解决人口老龄化
的出路。

不可否认，生不生孩子，对
个体来说只是一种选择， 无关
对错， 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
责。但是为了长远考虑，还是有
必要维持一个相对合理平衡的
出生率。徐丛剑说：“作为医生，

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旁观者，会
给建议， 但不会插手患者的决
定。 只是希望我们能给有生育
困扰的他们带来一些支持和帮
助， 并尽可能地传递一个科学
理性的生育观。 ”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一 “每条路都有自己的风景”

首席记者 左妍

“五一”假期刚过完，离母亲节还
有几天，商家却早早就开始造势。在一
堆母亲节的亲情牌营销中，李然（化
名）只给自己添置了一套健身服，给家
里的“毛孩子”买了一袋 10 公斤的狗
粮、一台烘干机，可以在家制作鸡肉、
鸭肉干了。“养狗可比养孩子省钱省
心，不用送狗去补习班，不用教狗写功
课。”李然结婚 10 年，每次有同龄人劝
她生孩子，她都会笑着回怼过去。

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中国结了婚
坚决不生孩子的夫妻已经超过了 60
万对。但是，大多数家中长辈并不理解
他们的决定。两代人最对立的结果使
生育率在这两年下降得愈发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