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报道48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1年12月17日

NEW WORLD TIMES

新生代农民工，何以为家？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定时期内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稳定

工作和经济独立、结婚成家并为人父母，本
是世界范围内青年工人实现成年转型的正
常过程。二战后到 20世纪 70年代，美国的
青年工人曾遵循严格标准化的成年转型模
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能够完成高中学业，
随后顺利进入有工会保障、收入较高的制造
业工作，并很快获得经济独立、搬离原生家
庭以及迅速结婚成家和为人父母。

但过去数十年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
使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陷入困境，原本标准
化的成年转型事件序列被一再延后、打乱或
反复[2][3]。席尔瓦（Silva）的《无可达标：波
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一书基于
美国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的长期田野调查，细
致考察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新一代青年
工人成年转型困境的深刻影响，揭示青年工
人成年转型的独特模式，提出了劳工“成年
转型困境”理论。

劳工的成年转型困境理论虽然起源于
美国，但是对理解当今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
状况不无启发。中美两国劳工问题的起源、
劳动状况固然迥异，但他们面临着十分相像
的“成年转型困境”。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地带，越来越
多的年轻工人面临无法完成成年转型的困
扰。栖身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景
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以打短工或日
结为生，号称“做一天可以玩三天”的“三和
大神”，更是当下中国年轻工人成年转型过
程中困顿不堪的一个典型代表。有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劳工成年转型困境的框架，剖析
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就业、经济、成家
方面的处境，以此加深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状况的理解。

尽管成年转型理论在新生代农民工身
上尚未有相应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对新生
代农民工的婚恋过程，学界并不缺乏相应关
注。伴随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新生代
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广受注
意，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亦成为社
会各界关注的焦点[4][5]。

研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现
代性转变[6][7]；但与此同时，无媒不婚现象
依然是传统家庭策略下的农村打工青年重
要的婚配模式；随着外出务工、阅历增长，

“跨省婚姻”大量出现；另外，“闪婚闪离”等
打工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婚姻变革也层出不
穷[8][9]。流动产生的婚姻使农村妇女婚姻
主导权增加，推动农村家庭转型；婚变、抛夫
弃子成为常态，甚至可以作为农村年轻妇女
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视角；“重返光棍”大量
出现，农村婚姻市场发生了再变革[10][11]
[12][13]。

这些研究，作为“社会问题”而展开，折
射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过程中的诸多特征：
承诺失效、矛盾频发、不稳定、易于瓦解[14]
[15]。不过，这些研究同时也存在较明显的
问题：集中于就婚恋问题而展开，仅就婚恋
而谈论婚恋，将年轻工人的婚恋问题作为个
体化问题而对待，缺少社会分层的视野和剖
析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关怀，更未能将婚恋问
题与劳工社会生态的发育等宏观问题联系
起来考虑。

实际上，婚恋问题是农民工成年转型过
程中的重要一维，能否迈过这一步，事关劳
工社会生活开展得成功与否；而在迈向婚恋
的过程中，也是农民工对自身成长过程所积
累的经历以及未来的生活预期进行总动员
的过程。所以，婚恋过程并非仅仅关乎两个
人的交往，更关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积累
与社会规划；而劳工社会发展的状况，又是
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石。

基于此，本文试图去理解：新生代农民
工的婚恋过程是如何开展的？其所动员的
社会资源有哪些？在此过程中，新生代农民
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纳入家庭结构的视野，剖析新生代农民
工在家庭组建过程中所能调动的资源以构
筑稳定的家庭生活预期。

“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否，是成年转型是
否完成的核心指标。在《无可达标：波荡时
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一书中，席尔
瓦呈现了社会不平等如何冲击青年工人的
家庭结构并瓦解其传统成年转型模式，迫使
他们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
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16]。

婚恋过程是新生代农民工迈向家庭化
的重要一步，是否顺利经过婚恋、完成家庭
组建由此也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
型的关键节点。本研究围绕新生代农民工
的婚恋过程进行剖析，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组
建家庭过程中的外部环境、支撑条件与内在

认知，以此解释其成年转型中的困境，从而
将婚恋这个小议题与更为宏大的社会议题
联系起来。

为了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过
程，本研究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将新生代农
民工的婚恋过程与白领阶层、老一代农民工
进行对比，其背后是三类群体不同的社会建
构和成年转型的路径，以此阐释与凸显新生
代农民工成年转型困境所负载的社会过
程。以恋爱和相亲两条路径为主线，从主观
和客观两方面来寻找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成
家困境的原因。

在解释新生代农民工与两类人群的婚
恋过程的区别时，本文试图凸显三类人群所
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围绕婚恋所动员的资
源，资源的积累与动员能力，折射的正是人
们布置和筹划自身生活可能性的能力。这
意味着他们是否具有培育正常生活的社会
环境，以及具有开展按部就班的正常生活的
能力—也就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能否实现

“成年转型”。
2020年 3月至 2021年 5月，研究者通过

亲友关系、网上寻找、工厂门口蹲守等方式，
对深圳、东莞、佛山、惠州、肇庆等地 45名工
人开展时长1~2小时的深度访谈。

受访者中，白领20人，新生代农民工20
人，老一代农民工 5人。受访白领的职业构
成包括科技园研发员工、医疗美容顾问、商
品销售员、媒体广告人、保险业务员、广告设
计师、公司财务、销售前台、建筑设计师等，
年轻蓝领职业包括饭店服务员、油漆工、制
衣厂工人、石匠、印刷厂工人、玻璃厂工人、
便利店店主等，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
业、建筑业等；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在20~
30岁，老一代农民工则在50岁上下。

二、成家心安：新生代农民工眼中的
“家”理想

在探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何以为
家”这一困境的原因之前，首先应该清楚对
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家，家的意义是什么，在
美国年轻工人那里，在家庭结构遭到冲击、
传统成年模式被瓦解之后，其转向以“治疗
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
转型模式，家庭不再成为其重要的成年期望
[17]。而对中国年轻工人来说，成年期望又
是什么？是否还有家庭的内容？为了解释
这个问题，我们先让受访者描述对家庭的感
知。

我认为，家不是非得有房有车，就是一
家人都温温馨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生活，
和谐一点。(蓝领03，电话卡配送员)

以前觉得有爸妈就有家，爸妈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我将来要成的家，很简单呀，
和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自己的小孩和一个
自己的房子。(蓝领02，油漆工)

家有吵有闹吧，不管你下班多晚总有人
等你回家。不管在外面多累，家总是避风
港。不管在外面玩得有多晚，总有人打电话
叫你回家。有时吵架，有时关心。吵吵闹
闹、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相互信任，相互理
解。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期待着传
统意义上的“家”。从家的要素来看，有部分
受访者提到了家需要有房子，而特别的是每
一个受访者都提到了家中的“人”。由此可
见，相比于各种物质条件，新生代农民工认
为家更重要的组成要素是家人，家的意义就
在于家人的陪伴和他们提供的情感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早期无法拥有完
整的家庭生活而对乡村社会有所疏远[18]，
但是其对家的期望并未因为留守经历而瓦
解。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成年早期进入社
会，开始自身的打工生涯。他们离开原生家
庭，独自在外工作和生活。有受访者用“孤
独寂寞”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亲友的陪伴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感受，谈恋爱所起
的作用比前者更强。个案 02向笔者表示，
他还是希望尽快结婚成家，因为他渴望家带
来的温暖。

有（寂寞的感觉），近两年来，这种感觉，
淡了很多。两年之前，真的很有那种感受。
特别是我在厂里上班的时候，每次下班回家
就一个人，也没有朋友。那时候没跟朋友一
起住，也没跟姐姐一起住，自己在外面租了
一个房子。然后每当下班回家的时候，就
（有）那种孤独的感觉，每每到家都有那种感
觉。(蓝领02，油漆工)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希望通过结婚成家
来获取情感支持，还有部分人希望通过成家
来实现成年转型。个案 02对自身目前的经
济状况和消费观感到不满，认为成家后支持
家庭生活的压力可以转换成工作和存积蓄
的动力。

“成了家之后就有压力了。因为如果不

成家的话，我真的这辈子都存不了什么钱。”
从新生代农民工对家的理解中可以看出，独
自前往城市讨生活的他们内心深处本就承
受着强烈的孤独感与空虚感，拥有一个“家”
依旧是他们的渴望与归宿。不管在外风雨
如何飘摇，只要回家便能心安。

“家”对他们而言不只是一所房子，也不
是没有感情的空壳，而是夫妻相伴、一日三
餐，是吵吵闹闹却不失温情，是工作动力也
是心底柔软。总体来说，家所能带来的温暖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弥足珍贵的，他们渴望
成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与
美国工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三、恋爱之困：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通过
自由恋爱成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成家并非易
事。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家路径有两条：一是
通过自由恋爱成家，二是通过相亲成家。由
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中，他们的
婚恋特征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他们会
更倾向于将自由恋爱作为成家的第一路径，
这一点更类似于与他们同龄的白领。但由
于身份的特殊性，又使他们与城市白领相比
有着更多困境与难题，从而使他们在这一路
上面临着重重挫折与考验。

1. 难以结交合适的异性
谈恋爱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对象，这

第一步便阻断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
由恋爱成家的大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三点。

第一，工作时间长，缺乏时间结交异
性。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工作时间都在 10个
小时左右，且常常面临加班的情况。假期较
少，因此留给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娱乐时间
其实并不充裕。而对于白领来说，他们的工
作时间较短，且白领所在的公司在国家法定
节假日往往会按规定放假，而新生代农民工
这部分假期难以得到保障。

一天工作 10个小时，一个月休息 2天。
休息的时候一般会睡觉、整家务。没时间出
去玩，上班都很累，放假了就在家休息。(蓝
领03，电话卡配送员)

每天 8点上班，下午 5点下班，休息 1个
小时，再从 6点上到晚上 8点。(蓝领 06，电
子厂工人)

第二，即使有时间，新生代农民工参与
社交活动的可能性也较小。他们普遍表示

“上班很累”，因此在有限的休息时间内，他
们较少选择社交活动，而是利用为数不多的
休息时间来恢复因为高强度体力工作而导
致的身心俱疲，因此他们在非工作时间难以
结交到合适的异性。

我下班或者周末经常在家睡觉，很少出
去玩。我认识的几个厂里的单身男生，一个
是去找女生玩，几个是经常宅在宿舍玩游
戏。(蓝领10，餐厅服务员)

在服装厂休息的时候一般会睡觉、整家
务。(蓝领03，电话卡配送员)

白领的工作性质偏向于脑力型劳动，新
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偏向于体力型劳动，
这就造成了他们在休息时间选择的放松活
动不同。

白领受访者大多表示会在休息时间进
行出游、逛街、吃饭、爬山、看电影等社交类
活动，这一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对比十分明
显。脑力型劳动的白领往往有更多精力去
参与社交，也可以通过社交这种方式来放松
大脑。而体力型劳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有
限的休息时间内倾向于选择睡觉、打游戏，
留给他们的社交时间少之又少，最终导致他
们难以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合去结交适
合恋爱的异性。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认识异
性的机会有限。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工厂
多按体力来划分“轻活”和“重活”。女工往
往被分配到“轻活”部门，如内勤、文员之类，
男工往往被分配到“重活”部门，如技术工、
搬运工之类。

我那个部门有 18 个人，女生三四个
吧。业务部和采购部女生比较多。 (蓝领
03，电话卡配送员)

部门女生不多，都是妇女。现在没几个
女孩子愿意进厂了，都去做美容美发了。
(蓝领01，服务生)

像技术这一块的话男孩子比较多，基本
上都是男孩子。像文员这种比较轻松一点
的活，一般都是女孩子。(蓝领07，石匠)

汽修工的话，工作很少认识到女生。一
般是通过朋友介绍或组团玩游戏的时候才
认识到女生的。(蓝领06，电子厂工人)

工厂性质越偏向体力型，其工作场所中
按性别分配部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男
工多从事体力劳动，女工多从事较轻松的工
作。工种的不同导致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

车间或办公场所，互相结交并发展关系的机
会很少。即使在工作场合上的男女比例分
配较为均衡，在工厂中遇到合适对象的可能
性也并没有增加很多。蓝领 09表示平时工
作车间能认识到的异性虽然不少，但年龄跟
她相差较大。

相比之下，白领往往更为容易在工作中
结交适合恋爱的异性。医美行业、自媒体、
财务等方面的白领大都表示，工作中具有较
多结交朋友的机会，在朋友圈做副业、周末
聚会等活动中，也给他们提供了结交异性的
机会。

总之，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
大以及工作场所的限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
参与社交、接触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进而
使他们被阻拦在自由恋爱的第一道门槛，在
恋爱成家的大门之外，渴望进入却不知如何
进入。

2. 难以支撑自由恋爱的开支
即使成功跨进了自由恋爱的大门，新生

代农民工的恋爱之路依旧充满坎坷，时刻面
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开销大。尽管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工资水平较低，但他们并
没有因此而节俭生活，相反，他们呈现出强
烈的个体化和消费主义发展趋势。缺乏劳
动力再生产负担和乡土文化传统的约束，新
生代农民工乐于将金钱用于消费和娱乐。
他们节约观念、储蓄观念淡薄，乐于为短期
享乐埋单。

女工小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一个
月的工资只有 2000多元，虽然在家居住不
用承担房租的开销，但她基本每个月都月
光，工作 2年多了也只存到 1000多元存款，
同时她在化妆品的消费上也表现得非常“疯
狂”。据小美的朋友描述：“她最大的花销是
购物吧，平时上班比较近，但她之前经常打
车上班......她在化妆品的开销比较大，她之
前试过一次买了三支三百多的口红。”

还有两位受访的男工表示，“不清楚自
己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
习惯于使用花呗度日，一个月的工资基本没
有剩余，甚至会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一个月的工资大概 7000多元，没用啊
但是。我现在花钱也花得挺多的......这种东
西算在纸上算不清的，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知
道钱花到哪里去了。(蓝领07，石匠)

其次，当单身新生代农民工在恋爱时，
消费支出会大幅增加，难以承受。恋爱中的
小美与男友在双方的生日上就花费巨大：

“之前她有一些积蓄然后一次花费一千多块
送男朋友生日礼物。他们送生日礼物是自
己选好自己想买的东西，并且价钱差不多，
让对方付钱，就是换个道理给自己买东西。”

而且，受传统“男强女弱”思想的影响，
恋爱开支给男性农民工带来的经济压力尤
其大。受访者 02表示，目前自己跟女友同
居，房租全都由他一个人负担。因为他觉得

“毕竟人家女孩子跟着你”，不好意思跟女友
共同负担。

恋爱中的女工小美也表示，平时的约会
开销大部分都是男孩子支付的，他们虽然没
有同居，但几乎每天都会黏在一起，每次的
约会大概要花费 100元左右，每个月的约会
开销几乎抵掉男孩子的工资。谈及对恋爱
的看法时，一位单身的受访者这样描述：

谈恋爱肯定烧钱啊，没钱谁会跟着你，
很现实的。吃饭啊，逛街啊，送送小礼物，平
时节日发红包啊，礼物也多多少少要买的。
有钱买好一点，没钱买少一点。(蓝领07，石
匠)

受访者用“烧钱”来形容恋爱中的开销，
可见恋爱支出之大。而且在新生代农民工
群体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在恋爱中，男性花
钱是应该的。

3.“游戏恋爱”的恋爱观
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恋爱了，也

难以维持长久的恋爱关系直至成家。他们
持有一种“游戏恋爱”的心态，在存在异性的
地方广泛寻找恋爱对象，然后与她们形成暧
昧或者恋爱关系。这些场所可以是现实中
的（酒吧、KTV），也可以是虚拟的（游戏、社
交软件）。

每一段恋情就像一场游戏。在现实生
活中谈恋爱时，他们不太在乎恋爱对象的内
在品质，他们更在乎的是女友的相貌。他们
从一开始抱有不会长久的恋爱预期，只愿意
充分享受每一段恋爱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
感。当恋爱的激情过去时，跟恋爱对象一拍
两散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分手的原因可
以很简单，如对恋爱对象的外表不满意。

刚开始谈的时候都是玩玩，时间久了就
动情了，（对方）长得好看就是真情，长得丑
分了也就分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