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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婚姻趨勢改弦易轍
一直以來，西方國家的離婚率遙遙領先亞洲，因為亞

洲人受傳統倫理觀念影響，家庭意識較強，婚姻不是兩
個人的事，而是牽涉兩個家族，因此對婚姻的態度亦較
為謹慎、保守，不輕易離婚。亞洲不同地區的家庭有其
各自的特色，南亞地區流行早婚，婚姻多由男性主導；
東亞地區的家庭亦以男性為主導，但更強調核心家庭價
值（以男女雙方為家庭的中心點）；而在東南亞，女性
在家庭中有較大的自主權。

根據2007至2008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在南亞和中國，
超過九成以上的男女以婚姻連結彼此，結婚、生兒育女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西方國家卻相反，男女雙方不一定
以婚姻作為聯繫，30歲以上的人，超過1/4是同居關係
或沒有婚姻關係，在瑞典及冰島，超過一半或以上的人
不婚產子。同居導致西方人晚婚，甚至提高離婚率，這
個現象在亞洲並不明顯。亞洲人普遍認同婚姻主宰女性
的幸福，認為女性應為了家庭及孩子放棄其工作。然而
這種觀念經過長年累月的洗禮已逐漸變質，形成新的趨
勢。

除了離婚，還可晚婚或不婚
亞洲人對婚姻的態度正在改變中，財富與現代化發展

逐漸磨蝕家庭的凝聚力，這種變化可從女性的婚姻取向
中略窺一二。相對於西方的高離婚率及非婚生子女數
字，亞洲日漸高企的離婚、晚婚及不婚率更富戲劇效
果。在日本、台灣、韓國及香港這些富裕地區，結婚年
齡一直往後移，甚至比西方國家更加晚婚。亞洲女性的
結婚年齡平均是29至30歲，男性是31至33歲，而在美
國，女性大多在26歲結婚，而男性則是28歲。如果將同
居也列入結婚程序的話，東西方的差距更大。

除了晚婚外，有些人甚至不考慮結婚。2010年，1/3
三十歲以上的日本女性是單身，當中超過一半不打算結
婚，台灣的情況也相近，但在英美國家，30歲以上的單
身女性只佔13%至15%，差距十分大。很多西方女性雖
然晚婚或不婚，同居生活卻很普遍，在婚姻制度之外依
然有家庭及孩子，然而亞洲女性不婚之餘普遍亦不會同
居，是完完全全的單身主義者。這個現象可以解釋為何
亞洲的離婚率比西方低，不婚變相亦減少了離婚的可
能。在亞洲，1,000人中有2個會離婚，相對於英美法德
等西方國家而言，數字偏低，因為離婚這個現象在西方
已盛行了幾十年，早已見怪不怪。近年來亞洲的離婚率
亦逐漸上升，終有一日追上西方。

三從四德傳統觀念俱往矣
《福布斯》的女性排行榜及內地婚姻法某程度可以解

釋為何亞洲女性晚婚或不婚，尤其中國女性多受傳統儒
家思想影響，被三從四德的觀念束縛。三從包括「未嫁
從父」、「出嫁從夫」及「夫亡從子」，以服從男性為
主；四德則指「婦德」（德行）、「婦言」（言辭）、「婦
容」（容貌）及「婦功」（技藝），是對女性修養的規
範。古代中國有「七出之條」，保障男性的夫權，剝削
女性的權利，使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庸。所謂「七出」
指：無子、淫佚、不順父母、口舌（多言）、盜竊、嫉
妒及惡疾，一旦犯下其中一條便會被休。這些不平等的
待遇使女性失去自主權，在婚姻關係中受盡欺壓。不只
中國，亞洲很多國家對女性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女性在
社會上不受重視，淪為婚姻的奴隸，得不到公平的對
待。

女性不婚理由多
近幾十年來女性教育明顯改善了，女性接受教育的機

會提高了，與男性的差距縮減了，扭
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以前
因為欠缺教育，女性無法亦無力去擺
脫社會、家庭加諸的束縛，只能聽天
由命，任由家族安排。如今人們高喊

「女性抬頭」，女性不再處於被動的位
置，有自主權及選擇的權利，當然不
願意讓自己屈就於婚姻。教育令她們意
識到婚姻背後的「代價」，自然在結婚前
三思，不輕易步入婚姻的殿堂。女性學歷
愈高，不婚的機會率亦愈高。在泰國，高中
畢業的女性有1/8超過40歲仍然單身，而大學畢業的單
身女性則佔1/5。可見，教育與婚姻的關係絲絲入扣，
教育程度愈低的人愈傾向結婚，因此農村的婚姻率比城
市高。歐美國家卻相反，大學畢業生的結婚率比高中畢
業生高，這與社會、人的心態不無關係。

就業機會、收入提高亦影響女性結婚的意慾。女性步
入社會，在職場打拚，財政獨立，不需依賴男性亦可生
存。在亞洲，人們鼓吹女性與一個高收入、高學歷的男
性結婚，以保障自己未來的生活，這或許在以前的社會
中可以成立，但現今女性無論學識、能力均不比男性遜
色。《福布斯》公布的女性權力排行榜便是最好的證
明，榜首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第二位是美國國務卿希拉
里，第三位是巴西總統羅塞夫，皆是政界的女強人，其
他如美國歌手Lady Gaga、《紐約時報》主編艾布蘭森

（Jill Abramson）、台灣宏達電（HTC）創辦人王雪紅、
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等各行各業的名人亦榜上有名，可
見只要給女性機會，她們亦可大放光芒。女性能力強、
事業有成、有固定收入的話擇偶要求亦相對提升，可選
擇的對象亦狹窄了，而男性大多不願選擇一個能力、收
入比自己高的人，此亦限制了女性的婚姻之路。

西方社會給予女性很大的自由，她們不需在婚姻或家
庭中作出選擇。然而亞洲女性必須為婚姻付出較大的代
價，相對工作而言，家庭生活則顯得平淡，因此她們對
婚姻亦有所保留。2011年的調查顯示，只有2/3的日本
女性滿意其婚姻，相較丈夫的滿意度低，然而在美國，
丈夫與妻子對婚姻的滿意度普遍較高。最主要的原因是
西方人對婚姻的觀念較為開放，合則來不合則去，很少
會去維繫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另一方面因為日本僱員
工作時間長，晚上及周末經常要應酬，忽略了家人。

婚姻付出大令女性卻步
此外，公眾的期望與輿論趕不上女性心態的轉變，

女性往往因輿論壓力而捨棄工作，以婚姻生活為重。
社會學家指出女性的社會地位比男性低，她們受儒家
價值觀限制，一旦結婚便要放棄工作生兒育女，直到
孩子長大才可以重拾工作。這種付出令許多女性對婚
姻卻步，特別是那些高學識、高收入的人，因為放棄
事業去生兒育女的代價實在太大。同時，亞洲女性結

婚 後 除
了要照顧孩子
外，還要照顧父母
及公婆。日本調查建議女性工作以外，一星期需投放30
小時去處理家務，而男性只需3小時即可，如此不平等
的對待無疑打擊女性投入婚姻生活的意慾。

婚姻法亦是降低結婚率的一個因素。婚姻法本是保障
雙方的一個制度，如果它不能保障女性的婚姻利益的
話，女性寧可不結婚。女性期望在婚姻關係中尋求安
心，例如在物業、財產的處理上希望可以保障個人。內
地修訂婚姻法，最惹人爭議的是婚前貸款買房歸個人、
婚後父母為子女購房屬個人財產等條文，有人認為這些
條文對女性的保護不夠，女性耗盡青春最後可能甚麼也
得不到。婚姻本身不應建基在物質上，然而婚姻法確實
影響女性對婚姻的態度，不論這些條文合理與否，但無
疑在平靜的湖中投入一顆石頭，掀起陣陣漣漪。

不婚男女尋求突破
晚婚及不婚的現象在富裕地區較為明顯，在中國和印

度，婚姻仍舊是兩性關係的規範，早婚的女性佔大多
數。然而，離婚率、平均結婚年齡亦逐步上升，雖及不
上日本、韓國這些地方，卻不容忽視。許多女性跳出傳
統婚姻的框框，不再讓父母主導婚姻，她們透過各種途
徑尋覓對象。中國現時有很多相親的電視節目，女性勇
於站在鏡頭前接受男性的點評或主動去追求心儀的男
性，這類節目很受歡迎，反映出女性渴望跳出傳統婚
姻，尋求突破。

不少年輕男女步出農村，走向城市去尋求更多的工作
機會，他們的伴侶被遺在農村中，兩人長期分隔異地，
城市與農村的生活方式亦不同，最終不可避免會走向離
婚。此外，家庭的概念亦有所變化，父母兩人在城市中
工作，孩子遺留在農村裡讓父母照顧。2008年的統計顯
示，中國有超過58萬孩子被遺留在農村裡，孩子不能與
父母生活，這也是城市化的結果，但難免對孩子的成長
造成不良的影響。

晚婚或不婚對女性來說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她們有
選擇權，不必再受制於父母、家庭，進而減少了婚姻不
和諧的可能性。但社會既有的觀念卻未必隨 這些而改
變，在日本，不婚人士被認為是社會的「寄生蟲」，受
人指責、攻擊，反映出社會大眾的觀念依然停留在舊式
社會中。一些亞洲國家不容許男女有婚前性行為，對於
20至30歲的未婚者是一種限制，變相束縛了男女間的相
處形態，使不少人錯過了適婚的年齡。

男女失衡衍生問題多多
以前一子難求，父母往往生很多胎才能求得一子，現

今醫學技術發達，父母可選擇人工受孕或選擇性流產以
達到生子的目的，選擇孩子的性別令男女的比例失衡。

2010年，中國男女嬰兒的比例是1.18:1，而印度則是
1.09:1，即每100個女嬰有超過100個男嬰出生。預計至
2030年，男女比例失衡將導致8%25歲以上的中國男性
找不到伴侶結婚，至2050年，不婚男性將會擴大至10%
至15%。為了解決男女失衡而產生的問題，跨國聯婚風
潮將席捲亞洲，帶來新的變化，但這個變化或許將婚姻
狀況推向極端。

男女失衡導致男性找不到結婚對象，他們將眼光放在
國外。2002年，台灣婚姻有超過1/4是涉及外國人的，
孕育出很多混血兒。很多家庭將年幼的女兒賣給外國人
以賺取生活費，女性不斷流失，當地男性的成婚機會變
相減少。2005 年，韓國婚姻超過1/7乃韓亞（韓國與亞
洲人）聯姻；2009年，全羅南道（朝鮮半島西南部的行
政區）有超過44%農民與外國新娘結合。如果中國與印
度亦步韓國與台灣的後塵，從國外大量「進口」新娘的
話，亞洲男女比例將會進一步失去平衡，產生更多社會
問題。

傳統婚姻束縛女性，但當女性衝破傳統規範，追求自
主獨立的時候，婚姻之路依然滿佈荊棘，看不到未來。
曾經，婚姻是幸福的象徵，也是女性一生中最大的夢
想，現在，婚姻不再只是單純的男女結合，當中涉及利
益算計，女性視之如洪水猛獸。由始至終，婚姻都沒有
一個絕對的答案。

長久以來，婚姻都是一種神聖的制度，也是對男女雙方的保

障。步入禮堂，在神父及見證人面前互許一生承諾是許多人的夢

想，亦是一件美好的事。然而《經濟學人》（Economist）最新的

調查顯示，亞洲女性對婚姻並不如想像般熱衷，更有不少女性抗

拒結婚。美國《福布斯》（Forbes）雜誌近日公布全球100位最具

影響力女性排行榜，顯示出女性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已今非昔比，

女性地位上升影響其對婚姻的態度。而日前內地婚姻法一事弄得

沸沸揚揚，全城轟動，到底是婚姻制度出了問題還是人的價值觀

改變了？不少女性寧願做個單身快樂人也不願踏入婚姻的墳墓

中，婚姻是否也逐漸變質了，不再是愛情的保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網絡圖片

離婚 遲婚 不婚
亞洲女性：我選擇我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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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婚 、 不 婚 、 離
婚，哪個是女性最終
的命運？ 網絡圖片 ■兩個人最終走在一起是一種幸福。

■許多人寫上祝福，祈求愛情、婚姻順利。

■每個人都希望可
以執子之手，與子
偕老。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