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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愈加脆弱的婚姻
我并非信徒,却相信一句话:

爱是恒久忍耐。当两个人携手走
入婚姻,就从“我”变成了“我
们”。两个人的生活是否更有力
量?新生代对于婚姻又是什么样
的态度?相信每个人都能从别人
的身上看到自己。

婚姻仅剩一年之痒婚姻仅剩一年之痒
我的朋友中有一对 80后的

小夫妻,在我的印象里结婚应该
还没到一年,女孩就跑过来跟我
说,她痛苦地放弃了爱情,因为感
觉两个人实在无话可说了。“不说
还好,一说就吵。每次吵架就觉
得撕心裂肺地疼痛,但是不吵,问
题和情绪积压起来,更不知道如
何面对彼此。”

相爱常常使人处于危险境
地。彼此在爱人身上索求太多,
小时候在父母那儿没得到的、长
大后在社会和工作中无法奢求
的,统统“以爱之名”转移到对方
身上。而对压力重重的现代人来
说,婚姻原本是“心灵的避风港”,
如果回家变成最为难的事情,那
这段婚姻是否还有存下去的价值
呢?对一些80后来说,敢“闪婚”就
敢“闪离”!这一点也是与之前的
几代人有所不同的,于是 80后也
自然就被贴上了“不负责任”的标
签。

据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部
门的工作人员介绍,80后办理离
婚手续时,一般都是好说好散,很
少有吵架的,有的甚至笑着拍离
婚照。由于结婚没几年,房产有
些是父母给置办的,几乎没有可
分割的共同财产,也没有孩子,所
以离婚变得很简单,只需要一道
手续,办两个绿本。

最夸张的例子是:一对刚过
结婚年龄的情侣,上午刚从婚姻
登记处办完手续,下午两人准备
拍婚纱照。妻子看上了影楼推出

的一款特价婚纱套餐,可以去九
寨沟拍外景,但价格高达 1万元。
丈夫认为拍婚纱照只是个形式,
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两人在影楼
内越吵越凶,连工作人员都劝不
住。从影楼出来,两人就直接到
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手续。

“几乎每个月都有十多对 80
后前来离婚。起初我们还劝劝,
毕竟结婚离婚都不是儿戏,可后
来看着越来越多,当事人也不太
在意,我们觉得劝也没用,就例行
公事地问一句‘想好了吗,然后直
接办手续。”

“人是一种渴望持久感情与
安稳生活的动物。”这句话在 80
后这一代的婚姻里貌似已经不存
在。

尊重爱情的发展规律尊重爱情的发展规律
婚姻不应该仅仅基于爱情。

但是让我们假设一段婚姻从爱情
开始,那么它必须遵守爱情的发
展规律。

据 2009 年初平面媒体和网
络媒体共同进行的“中国情爱调
查”结果显示,“闪婚”一族中的许
多人从网恋开始。网络时代和人
际社区化给了 80后不同的社交
圈子。他们在论坛或游戏中认识
并“虚拟”相爱,然后走入婚姻和
现实生活。这样的转变更需要谨
慎,婚姻并非游戏中的一个快捷
键,它会带来经验值的增长,但是
这种经验往往来自痛苦。不管是
通过相亲或是自由恋爱的结合,
都要尊重感情的生老病死。

“相爱不是一种保持不变的
状态,而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
程。你们可以每天多爱一点,也
有可能急剧萎缩。”意大利社会心
理学家阿尔贝托尼在他的著作
《爱的撞击》中说道。不仅是他,
几乎各种研究都将恋爱关系的发
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见钟情

——差异浮现——重新结合。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爱情

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成年
人之间迸发的爱情总让人或多或
少有些不满意,因为双方都是带
着自己的独特经历进入爱情的。
他们最脆弱和最有力量的部分往
往同样明显。在进入婚姻之后的
相处和生活中,爱情随着两人对
亲密关系的关注程度,与年龄、认
知、物质基础等各个因素交织在
一起,自然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另
一个阶段。当然,这三步走的顺
序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倒退、有时
加速、有时停滞不前……

大多数的情侣选择在相识一
两年内完婚,这正是恋爱关系形
成的主要阶段,正是亲密同盟的
塑造期。这个阶段那么难得,双
方可以毫无痛苦地成熟起来,勇
敢地走出自我,一起去发掘生活
中未曾发现或是以前一个人害怕
发现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种甜蜜就走入婚
姻也非常危险。我们总说爱上一
个“很符合自己想象的人”,听起
来很浪漫,生活在一起却发现对
方“简直变了一个人”。问题不在
恋人,而在你自己。恋爱时把对
方当做自己想象的支撑,而根本
没想看看他(她)真实的模样。

“你变了,跟恋爱时不一样
了!”“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当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出现时,
感情或是婚姻已经进入了差异
期,两人不自觉地开始进行家庭
中的权利争夺,令人筋疲力尽,争
吵远比亲吻来得多。过去我们流
行说“七年之痒”,当双方在婚姻
里彼此忍耐和磨合到了第七个年
头,实在过不下去才分手。前几
代人至少为了两个人的共同生活
还有过努力。而 80后的婚姻给
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痛快”,当对
方让我觉得“痒痒”了,立即一拍

两散,为何还要苦等剩下的六年
呢?

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一时
痛快其实正是爱情考验的一部
分,及格通过了,才能享受到婚姻
的真实滋味。

没有人结婚是为了离婚没有人结婚是为了离婚
当那个女孩发泄过愤怒之

后,暴露出了自己的脆弱,她说:
“没有人结婚是为了离婚的,我也
以为可以白头到老。在婚姻里,
却发现这句话怎么就跟诅咒一样
啊!”她将婚姻的失败归结于对方,
却不知道在争吵和离婚的过程
中,她也一样暴露了自己隐藏的
性格弱点,是对方在帮助她重新
认识自己。

争吵只是一个基础阶段,让
人重新找回自我。有些在父母宠
爱和港台偶像剧的氛围中长大的
80后小夫妻害怕争吵,认为婚姻
就应该是甜蜜的,无法接受如胶
似漆的关系变为禁锢个性的枷
锁,一旦有了矛盾就只想着逃避,
甚至不惜离婚。给彼此多留一点
空间,各自享受工作和生活,这些
都是暂时让双方喘息的办法。但
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认清
自己的世界与对方有所不同。聪
明的夫妻能分别找出自己渴望的
生活方式,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建
立一个共同的目标。

向失败的婚姻学习向失败的婚姻学习
80后习惯说“我”,但是在婚

姻里要求主语是“我们”。不妨在
冲动的结婚和离婚之前,先问问

“我们”下面的问题:在这段关系
中,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对于
共同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我
们现在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有什
么?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它不仅
能再现你们相遇时的美好,而且

关于未来的对话就像是一个长期
的合同,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为对
方付出。

维护婚姻,不代表就要一直
忍耐。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问:

“你开头不是写了要‘恒久忍耐
吗?”要注意的是,那句话的主语
是“爱”。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
式婚姻没有以爱为前提。当然,
这样的夫妻不一定不幸福,却必
定有一方活得违背自己的意愿。

所以,其他年龄段的人们也
可以从“鲁莽”的 80后身上学到
诚实对待自己的态度。过去的中
国女人即使遇到不好的男人,也
不会轻易离婚。如果中途离婚,
便是一段失败的人生经历。

于是,这世上有很多亲密无
间但又互存恨意的夫妻。彼此脑
子里一直在盘旋一个念头:他(她)
比我从婚姻中获得了更多的好
处。即便是恨,他们依然不会离
婚,因为恨也是一种黏合剂。

如果实在无法分开,那就试
着改变令人沮丧的关系吧。看似
时间摧毁了婚姻,实际上只是“无
心”男女的借口而已。日常生活
和利益关系无疑会磨损夫妻间的
感情,让爱情长久的关键却在于
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去处理两人的
关系,放弃类似王子公主、像父母
辈的感情一样、等待对方修复或
拯救自己等等的幻想,两颗成熟
的心灵才有可能建构婚姻和家
庭。

婚姻幸福的关键不在于时间
早晚,而在于充分的心理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赞成 80后
中的“晚婚一族”,等到自己足够
成熟,才去寻找那个你愿意去爱
和为之付出的人,不也很好吗?对
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社会提供
的选择和空间更多。不过,无论
是恋爱还是结婚,都请先考虑:“我
能否负责?”

婚姻变坟墓，从把伴侣当“自己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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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很多朋友，关于他们感情

的开始和结束。
原以为爱情中的浪漫与忧愁各有

不同，但没想到，大部分人的记忆居然
是断片的。

“忘了，两个人暧昧了一段时间，
就顺理成章在一起了。”“一直吵架，断
断续续冷战了快一年，最后彻底失联，
这就算分手了。”

有些荒唐，却很真实。
多少人在爱情里付出百分百的真

心，但从开始到结束，却连一句郑重的
话都不愿意说出口。

开学有开学典礼，退休有退休仪
式，每一次我们都盛装出席，但到了爱
情这里却可以随便糊弄。

生活把男女朋友变成了同一屋檐
下的室友，年轻时的浪漫岁月一去不
回，只留下眼前的鸡毛蒜皮。

于是我们习惯了伴侣的存在，把
TA理所当然地归为「自己人」，却忽略
了爱情也需要保鲜。

习以为常，是恋爱、婚姻中最可怕
的状态。

我总认为，爱情是需要仪式感的。
因为仪式感，不仅仅只是让我们

心动的浪漫，它更是对爱人、对爱情的
尊重。

而那些仪式感，更多时候则是让
我们能在感情趋于平淡后，在对方记
忆中仍然会有那美好的瞬间。

只不过现在，很多人要么是曲解
了仪式感，疯狂地用各种“伪仪式感”
变成自己炫耀的虚荣心；

要么就是完全舍弃了仪式感，觉
得那都是毫无意义的做作和浪费。

02
仪式感是一剂强心剂
在爱情里，婚礼应该是最大的仪

式感。
现在不少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

屑于举办婚礼，觉得那不过是一种劳
民伤财的事情。

曾经，我也认为婚礼不过只是一
场在外人面前的作秀，但直到在《绝望
主妇》中，看到这样一个片段：

每次，在跟丈夫吵完架后，女主人
都会拿出橱柜最上面的餐具，然后坐
在餐厅里，小心翼翼地全部都擦拭一
遍。

每次把餐具擦完后，女主人根本
不会拿来使用，而是又把它们放回原
处。

朋友不解，问她为何要这么做？
女主人说，那套餐具是家人送的

结婚礼物，每次擦拭它的时候，她都会
想起当时结婚时的场景：

想起当时的她是多么的幸福，觉
得自己能够嫁给丈夫；

想起当时的丈夫多么的英姿飒
爽，看向她的眼睛里都闪着光；

更会想起，他们在神父面前说过
的誓言，无论生老病死，都会不离不弃
……

所有的这些，都让她有了面对生
活琐碎的勇气，也有好好珍惜对方的
动力。

每一个步入婚姻的人，他们都需
要这样一个宣誓爱的正式场合。

这个场合，不是为了赚份子钱，而
是能够给婚姻一个开始，给未来在一
地鸡毛里的自我救赎。

曾在《奇葩说》里，黄磊就说过，
“如果有一天，女儿的未婚夫不愿意办
婚礼，我会跟女儿说，不要嫁给他。”

有人的感情坚硬如磐石，有人的
感情却一碰就会碎。

这两者的差异，就看在感情处于
低谷时，有没有能够牢牢粘合彼此的
强心剂。

仪式感带来的回忆，就是一股强
心剂，一股让我们能够补充能量，能够
勇敢面对琐碎的强心剂。

03
仪式感是提醒我们别忘了初心
在爱情中，有一种仪式感比婚礼

本身更重要。

这种仪式感，是融于我们生活的
点滴，它是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别忘了
初心。

韩国有一则广告，叫《三十天的约
定》。

像大多数人一样，这对男女经历
过轰轰烈烈的热恋，抱着相守一生的
信念走进了婚姻。

当时间冲淡了最初的心动，两人
逐渐失去了耐心、温柔，即使关心对
方，语气也是冷冰冰的。

陷入一潭死水的婚姻，把双方都
拖下了地狱，丈夫最终提出了离婚。

妻子不甘愿就这样结束这段感
情，她希望在接下来的30天里，丈夫能
完成她的一些要求。

上班前互相拥抱，晚饭时牵一牵
手，睡觉前说我爱你，起床后亲吻对
方。

丈夫虽然不理解，可还是照做了。
很神奇的是，在每天的身体接触、

话语表达之中，丈夫开始察觉到那些
被忽略的爱和关心。

他想起求婚时对妻子的承诺，“每
天都牵你的手，抱你，亲你，说我爱
你。”

原来，他们曾经有过如此浪漫的
约定，只是生活的一地鸡毛，把不曾离
开的爱情遮掩住了。

我们常常会听到的这样一句话：
“都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些做什么？”

我们默认爱情是浪漫，生活是实
在，于是用心准备的惊喜变成了「没必
要」，纪念日的红玫瑰沦落为「浪费
钱」。

殊不知，这样的婚姻不过是搭伙
过日子，哪怕换个人也照样能活，当初
用心选择的TA不再特别。

那些看似矫情的仪式，不过都是
我们在用心经营感情的方式，正是让
我们在习以为常中，寻找曾经那份无
可替代的心动。

用一句告白、一个拥抱告诉枕边
的这个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