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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在私人空间、极少参与社

交。在韩国，这样隐居遁世的年轻

人不在少数。最新数据显示，韩国

目前约有54万19岁至34岁的人被

称为“孤立和隐居青年”。他们长期

生活在“隐秘的角落”，表现出严重

的社交回避倾向，并常常对生活感

到无力和无助。

研究表明，“孤立和隐居青年”

问题在韩国日益严峻，不但与这些

年轻人自身的精神和心理因素有

关，更有着来自家庭与社会方面的

深层次原因。而“孤立和隐居青年”

的增多，不仅给韩国造成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还威胁着韩国的社会安

全。韩国政府也决心开始采取行

动，帮助这些“年轻隐士”走出困境、

重返社会。

他们“与世隔绝”
在韩国社会，一些年轻人正过

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是30岁的韩国青年柳承奎

“隐居”的第五年。五年前，他因与

父母在是否读大学的问题上没有达

成一致，断然决定自我封闭。“我不

仅足不出户，父母在家的时候，我连

洗手间都不去。”

柳承奎坦言，无法完成父母和

社会对自己的期待，没有达到普世

的成功标准，时常让他觉得自己和

周遭格格不入。

34岁的朴泰洪同为“年轻隐

士”。在他看来，自我封闭可以让内

心感到一丝安慰。“虽然尝试新事物

能让人兴奋，但与此同时也得忍受

疲劳和焦虑。只有待在自己房间的

时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放松。”

和柳承奎、朴泰洪抱着类似想

法并付诸实践的韩国年轻人还有很

多。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调查报告

显示，在韩国19至34岁的青年群体

中，处于“孤立状态”的占5%，约54

万人，而2019年这一比例为3.1%。

所谓“孤立状态”是指居住在有

限空间中，长时间与外界脱节，在维

持正常生活方面有显著困难。这些

“年轻隐士”对生活的满意度普遍较

低，缺乏幸福感，在社会环境中具有

脆弱性。

不止是韩国，早在20世纪末日

本便出现了“蛰居族”。根据日本官

方定义，“蛰居族”是指几乎不走出

房间或家门、除满足爱好等以外不

外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

群。数据显示，日本目前有约146

万“蛰居族”。

成为“定时炸弹”
“孤立和隐居青年”的增多，正

在给韩国社会带来新的困扰。有分

析认为，这一现象可能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

韩国青年财团和延世大学研究

人员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

示，由于“孤立和隐居青年”放弃经

济活动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为

6.7万亿韩元，由于他们健康状况恶

化或贫困而产生的政府福利支出每

年约为2000亿韩元。

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极个别孤

立和隐居青年还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因素。近年来在韩国发生的一些随

机杀人事件以及频频出现在社交网

络的“杀人预告帖”，都与孤立和隐

居青年有关。

2023年8月，韩国京畿道城南

市发生无差别行凶事件。22岁的

韩国青年崔元宗开车撞上多名行人

后，进入一家百货商店持刀行凶，最

终导致1死13伤。

后经调查，这名出生于普通中

产家庭的00后男生，曾在初中三年

级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并获奖，之后

却因为在中考时未能如愿考入计算

机特长高中而深受打击，选择退学

并离开家人独自生活。2020年，他

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性人格障

碍，但并未接受治疗。

2023年7月，33岁的韩国青年

赵善在首尔地铁新林站持刀行凶，

最终导致1死3伤。“我活得很不幸，

我想让别人也变得不幸。”在接受警

察调查时，赵善说，“再怎么努力也

过得不如意，所以杀了人。”此前，他

有3次犯罪前科和14次被送到少管

所的经历。

与此同时，经警方调查，韩国社

交平台上多次出现的“杀人预告帖”

背后的部分主谋，同样是没有正当

职业、徘徊在社会边缘的20至30岁

的年轻人。

韩国建国大学教授李雄赫分

析认为，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嫌疑

人都是被社会孤立、无固定职业且

陷入负面情绪的“孤家寡人”。

寻找深层原因
随着“孤立和隐居青年”逐渐增

多及其负面影响显现，韩国社会也

开始反思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

有专家指出，心理因素或精神

疾病会导致一些韩国青年自我封

闭，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希望通过种

种不当方式引起别人注意，这可以

看成一种过度渴望被外界认可的病

理现象。

但韩国高丽大学社会学教授金

润泰认为，心理或精神因素只是表

层逻辑，更应去探究导致这些精神

问题背后的家庭以及社会结构等深

层次原因。

从家庭层面看，虽然近年来韩

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但多子女现象

依然会出现在一些韩国家庭中。一

方面，家长难以顾及每个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的困扰；另一方面，当孩子

的想法与父母的期待有出入时，种

种矛盾可能导致孩子倍感压力。

持刀行凶的崔元宗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有分析认为，当孩子无

法达到家庭的期待时，他们往往会

认为自己是一无是处的失败者，这

种氛围会打压他们的自信和自尊，

最终可能导致他们自我封闭，与社

会隔绝。

社会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复

杂。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李炳

勋指出，经济低迷和就业形势不稳

定增加了韩国年轻人的消极情绪，

让他们无法实现经济独立。

另有媒体指出，韩国可能是一

个“非常不快乐”的国家，韩国文化

对从众和竞争的强调导致民众产生

巨大的压力和负面情绪。数据显

示，韩国20多岁的焦虑症患者从

2017年的5.9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

11万人。截至2023年7月，没有重

大疾病或身体残疾却拒绝找工作的

韩国青年从2016年的24.9万人增

加到40.2万人。

导致韩国年轻人焦虑和抑郁的

一大原因是“内卷”现象突出。韩国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引起民众强烈

不满。

有韩国大学生表示，韩国大型

知名企业数量太少，很难进入。即

便入职后，由于财阀企业结构固化，

普通人几乎无法升到高层。而韩国

社交媒体平台上常见的自我炫耀和

盲目的物质主义内容，也使不少年

轻人在与他人攀比的过程中反复心

理受挫。

此外，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在线社交

取代了一部分韩国青年面对面的线

下社交，其中有一些不良网站还成

为青少年误入歧途的温床。比如，

患有精神分裂性人格障碍的崔元宗

就曾长期浏览某网站一个名为“忧

郁症”的频道，而后表现出明显的反

社会倾向。

政府首次出手
一系列由孤立和隐居青年引发

的负面事件让韩国社会陷入焦虑之

中，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愈发凸

显。有韩国专家警告，若不尽快制

定对策，这一趋势会让整个韩国社

会的信任度和幸福感下降，还可能

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为支持和帮助“孤立和隐居青

年”，韩国政府也首次拿出了方案。

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上月主持

召开青年政策调整委员会，并公布

了《“孤立和隐居青年”支援方案》。

这是韩国中央政府首次针对这一问

题出台跨部门对策。

《“孤立和隐居青年”支援方案》

主要为约54万“孤立和隐居青年”

提供帮助。根据该方案，韩国政府

将设立一站式窗口，以便随时为有

关群体提供在线帮助；保健福祉部

将在下设公共网站上新增自助诊断

评估系统，并推出青年项目，方便当

事人及其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大学

生志愿服务团将在网络社区关注面

临困难的青年；新设立的“青年未来

中心”将为孤立和隐居青年提供量

身定制的援助。

政府还计划招聘专业人士，与

需要帮助的年轻人面谈，为他们提

供心理咨询、制定拓展社交关系方

案等。此外，政府还将为相关群体

提供家务、饮食、住房、就业等多方

面的援助对策。

“许多年轻人因未来的不确定

而感到焦虑，政府为支持他们融入

同龄人的日常生活而采取措施，这

是为了避免潜在的社会问题。”韩国

保健福祉部长官曹圭鸿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援助方案

虽然主要面向19岁至34岁的“孤立

和隐居青年”，但超过这一年龄范围

的面临困境人群，韩国政府也将酌

情给予援助。

在心理健康方面，韩国政府提

出要将目前每10万人24.1人的自

杀率降低到18.2人，并推出一系列

措施，包括要求民众每2年进行一

次心理健康检查，而非此前的每10

年一次。

不过，这些措施最终收效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孤立和隐居青年”超过  万人并引发社会问题

韩国政府出手拯救“年轻隐士”
文 /弦子

▲“孤立和隐居青年”居住空间有限

▲ 制造无差别行凶事件的崔元宗

▲

“杀人预告帖”让韩国警方加强警戒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