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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而不是爱。几千年来，从最早期的文明开始，对中下阶层

来说，婚姻的经济功能要比个人的满足感重要得多，而对上层

阶级来说，婚姻的政治功能排在首要地位。

到 18 世纪末，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包办婚姻成为一种社

会理想，人们被鼓励为爱情而结婚。5000 年来，婚姻第一次被

看作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同

盟系统当中的一环。

在中国，爱情成为婚姻的前提，其实也不过近百年的事情。

浪漫意义的“爱情”一词到 20 世纪初才出现于中文世界。“爱情”

最早于 1908 年出现在《辞源》中，但到 1931 年才第一次有“爱

情”这个词条。

婚姻曾经是通往成年生活和声望地位的大门，也是人们获

得最多资源、汇聚最多生产力的最佳方式。如今，婚姻仍然能

够让两个人整合资源，进行劳动分工并积累比单身时更多的资

本。但是它不再是人们为未来投资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它是

一项比过去更加冒险的投资，青年人对离婚风险的感知也更高。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想要结婚的，想找个伴，但他又没有

什么动力去做这件事儿，觉得无从下手。”刘汶蓉表示，“随

着青年人的求学期越来越长、经济上不稳定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也就是说，青年人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越来越难以稳定，人

的生命周期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成年初显期阶段。这个阶段的

特征就是社会角色、自我认同和亲密关系上的不稳定，而这些

因素又是相互纠缠的。”

刘汶蓉研究发现，如果以前奉行的是“先成家后立业”，

那么现在年轻人更希望“先立业后成家”，因为有了稳定的事

业才更有利于稳定的情感关系。而当年轻人深陷求学求职或打

拼事业的焦虑之中，爱情更加可遇不可求了。不少年轻人觉得

谈恋爱是一件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事——出门约会费时费力，

未必会有结果。所以他们干脆宅在家里，沉浸于网络世界或者

自己的兴趣之中。于是乎，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当下，爱情

反而成了“奢侈品”。

当下中国青年清醒地认识到，恋爱也许是两个人的事，而

结婚肯定是两个家庭的事。房子、彩礼、教育支出……高额的

婚育成本深深地困扰着当代青年，也让他们站在婚姻这道门外

11月 25日，一场名为《年轻人如何能回归恋爱》的直播节目作为第三届CPA中文播客文化节的活动之一在上海举办。摄影 /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