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歲的文海，因長時間承受巨大心理壓力，
讓他神經幾近崩潰，最近，他終於來到武

漢市漢陽精神衛生科。與其他精神病患者不同，
他是因母親「逼婚」而得病。漢陽醫院精神衛生
科袁梅醫生表示，文海來院時有狂躁、情緒不
穩、衝動等症狀，為典型的情感性精神障礙。

被逼成瘋 精神崩潰
但是，在外人看來，文海是一名非常正常的小

伙子。當的士司機的他，收入還算穩定。只是在
其母眼中，工作穩定是遠遠不夠的，結婚生子才
是正經事。看到兒子已婚的同學，還有身邊已抱
孫的同齡人，文海母親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認
為兒子貪玩耽誤終身大事。為了讓文海早日成
婚，母親開始頻頻為文海安排相親，更是每日催
促婚事。

母親的焦慮轉移到了個性內向的文海身
上，他選擇了承受與沉默。文海沒有與母
親發生正面爭執，但長期的壓力積累，讓他
心理包袱越來越重，最終患上精神頑疾。根據
文海的醫生透露，文海母親對兒子的溺愛程度超
出正常人的想像。除了逼兒結婚，母親的「關心」
滲透到文海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連吃什麼東西，
穿什麼衣服都要管。文海的醫生袁梅表示，文海
的精神症狀和性格的改變，和他媽媽的過度溺愛
息息相關，家長們長期針對某一事例的重複強
調，實際上是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打擊孩子的自尊
心，最終負面情緒累積導致發病。

繼買房外 另一壓力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心理科主治

醫生潘集陽表示，文海的例子是個極端個

案，但「逼婚」卻是「80後」普遍面對
的問題。根據鳳凰網發起的一項名為「你

或身邊的人有沒有遭遇逼婚？」的調查顯
示，7,864名參與調查的人中有61.7%表示「遇到

非常多，現在兩代人的共同話題只有問婚和逼
婚」，只有6.1%的人表示「沒有遇到過」。「80後」
白領們的「逼婚」壓力逐漸成為繼房價與工作之
外的又一大壓力。

冒死相逼 子女反擊
在互聯網上，文海的遭遇引起眾多網友的共

鳴，紛紛將自己的逼婚「事跡」曬給網友分享。
不少網友講述自己被逼婚、受父母控制、被當作
「私有財產」的類似遭遇，甚至調侃「同在奔往
精神病院的路上」。有網友還表示，要轉給父母
看，如果父母再嘮叨，就要「裝精神病」。

天涯論壇網帖中提到的一位母親的表現就更加
「神勇」了。面對不堪其嘮叨、憤然將門反鎖的
女兒，這位母親冒㠥生命危險從八樓的窗戶爬進
女兒房間，只為擲地有聲地撂下一句：「無論如
何，必須結婚！」新浪網友「雲脈CC」更為「逼
婚」貢獻了四條應對策略：反客為主、聲東擊
西、苦肉計、走為上㠥。
一位32歲女白領認為，媽媽總是在「單身」和

「淒慘」之間下意識地畫上等號。在電話中一聽到
女兒因感冒略帶沙啞的聲音，這位母親腦海裡就會
條件發射似地蹦出「孤苦伶仃」、「好可憐」這樣
的詞語。「女性收入獨立，不需要通過結婚來找
『長期飯票』。而像煮飯、換電燈泡這種以前定位為
女人或男人所負責的家務勞動，找鐘點工就能輕鬆
『搞掂』。」在這位網友看來，不論男女，如今都可
以更有底氣、更從容地選擇自己的婚姻。

「我是廣州的一名蟻族，我已
經連續兩年沒有回家了，我沒房
沒存款也沒有女朋友，回家壓力

太大。」來自江西的張是民這樣告訴記者，在外打拚
非常不易，混得不好，過年都不好意思回家。
張是民剛滿27歲，在廣州工作已經超過三年。按他

的計劃，2012年春節是要回家的。「我從中秋節就開
始攢錢了，把車票錢和給家裡帶的錢預留出來。」可
是，2012年元旦的一個電話讓張是民改變了主意，父
親在電話中問他和女朋友談得如何了，過年是否一起
回家。這時，張是民才想起，自己與女友已經分手一
年多了，但一直沒有告訴家裡。

一日未娶心有愧
這突如其來的期望，猶如千斤重擔壓在張是民心

頭。他不忍心告訴父母已與女友分手的事實，更怕
面對父母失望的眼神。於是，張是民開始猶豫是否
可以不回家過年。春節臨近，父親再次來電話催促
他回家的事，張是民借口說要值班，可能回不去
了。父親聽後非常沮喪，「我聽到我爸在那頭歎
氣」。
張是民在廣州度過一個非常難熬的春節，心裡充

滿愧疚。大年初一，他給家裡電話拜年後，就陷入
深深的孤獨中。同事與朋友都回家了，身邊找不到
一個說話的人。本想給前女友打個電話，可看到她
在微博上與新男友的照片，張是民打消了念頭。他
告訴記者，清明假期一定會回家，而且姑姑和小舅
已經為他安排了兩場相親。「我不抱任何希望，但
是如果父母非要我去，我也是會去的，我感覺欠他
們什麼。」

「我可能再也不會結婚了。」廣州
某廣告公司的劉小姐絕望地說。年輕
貌美的她是一名「80後」，與眾多堅持

單身的同齡人相比，她早早就結婚，可惜只維持三年便離
婚了。
在劉小姐21歲那年，經家人介紹，認識了比自己大7歲的

陳先生。在她看來，這位風度翩翩事業有成的男士，滿足
了她對未來丈夫的一切要求。相戀不久，兩人便談婚論
嫁。劉小姐的父母為這麼快尋得女婿而高興，並爽快地支
付了45萬元婚房首付。

相戀容易相處難
相戀容易相處難。婚後半年，這對新人就出現了裂痕。

劉小姐告訴記者，陳先生平常工作應酬非常多，經常凌晨
才回家。此時，正是兩人新房裝修期間，採購與監工的重
擔都落在劉小姐一人身上。為此，劉小姐每次見到母親都
抱怨許久，而母親卻一再要她忍耐。丈夫也有向她解釋，
稱自己真是太忙無法脫身，還承諾以後會加倍疼愛妻子作
為補償。兩人商量後決定，劉小姐先辭去工作，全心裝
修，等搬進新屋再找工作。
「男人的話是不可信的。」劉小姐告訴記者，自己當時

太年輕，沒有社會閱歷，總被丈夫嫌棄能力差。而真正讓
劉小姐對感情失去信心的，是丈夫的一次疑似出軌行為。
「他雖然不承認，但是也不願意跟我解釋，可根據女人的
直覺，他一定有問題。」劉小姐對愛情的期待自此破滅，
兩人分居了。無論雙方父母如何調解，陳先生堅決不認
錯，劉小姐心灰意冷，認為丈夫已放棄這段感情。
最終，這樁由家庭介紹的婚姻還是沒能圓滿，而離

婚過程中財產的糾紛更讓劉小姐筋疲力盡，對婚姻徹
底失望。

29歲的溫慧茜小姐自嘲，說她現在是「剩鬥士」
美女了。在春節假期回來上班的第一天，辦公室裡
同事在比拚誰收到的利是多，而她卻與女同事比誰

的相親次數多。七天的假期，溫慧茜總共參加了三次相親，而公司裡最
高紀錄是五次。

相親比上班還累
溫慧茜溫文爾雅，樂觀開朗。她告訴記者，自己在大學時，有一個

非常好的男朋友，後來家裡不同意她去男朋友所在的城市，最終兩人
分手了。溫慧茜為此傷心了一年多，「直到聽說他結婚，我才走出那
段感情」。
現在的溫慧茜已是一名非常「恨嫁」的女生。「我很嚮往婚姻，不是

因為我相信愛情什麼的，而是嚮往穩定溫暖的家庭生活，可能是年紀大
了吧。」她並不排斥相親這種形式，在她看來，相親更真誠也更穩妥。
「不以婚姻為目的的戀愛都是耍流氓嘛。」

記者詢問溫小姐的相親次數，她說多到自己都記不清了。「總之，這
兩年一有時間就去相親。」溫慧茜說，家裡已給她下最後通牒，要在三
十歲前嫁出去。眼看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她說自己真的有些㠥急了。
「放假比上班還累，節日相親排得滿滿的，都是父母或者長輩介紹的，
不去怕得罪人。」

兩代
都受苦

折射迥異婚戀觀逾6成80後遭父母催婚

對於當下社會上頗受關注的「逼婚」
現象，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心
理科主治醫生潘集陽表示，家長應該
理性對待子女的婚戀問題，多一些寬
容，多一份理解。
潘集陽告訴記者，處於社會轉型

期的都市人，身邊一切事物都在變
動，缺乏穩定，人的心理自然也缺
乏安全感。根據臨床統計數據顯
示，近年來患上抑鬱症的患者突然
增加，潘集陽表示，社會壓力大，
更需要調節強健的心理素質。如果

因為受到「逼婚」，不能安心工作與
學習，睡眠也受到影響，這就是輕
度抑鬱症的表現了。這時需要自我
調節，可嘗試與父母多些溝通，也
可通過與朋友傾訴排解壓力。如果
感到工作與學習不能正常繼續，那

就需要尋求心理醫生幫助。

新一代尚婚戀自由
在潘集陽看來，「逼婚」現象與中

國的傳統觀念有關，父母希望自己的
子女找到好的歸宿。雖然出發點是好
的，但父母應該注意方式。在西方發
達國家，婚戀選擇完全是個人自由，
包辦婚姻是違法的。在中國，雖然法
律保護公民的婚姻自由，但遵從「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意識還非常
濃，這也是與發達社會的差距。
潘集陽認為，現在年輕一代接受更

多新的價值觀，願意為自己婚姻大事
做主，這是一種進步。但同時，也應
遵循自然規律，不應在社會壓力和感
情困擾中迷失自己，要主動提高心理
素質。「房子、車子都不是必需品，
不愉快的感情經歷更該讓他早點過
去。」

自由婚戀年代 醫生籲家長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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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男大

當婚，女大當

嫁。」本是天經

地義的事，但對今

日適婚「80後」來

說，卻是無形的巨大壓

力。「逼婚」成了繼高房

價、高物價、低工資後，又

一把懸在「80後」心頭的利

劍。父母狂轟亂炸式的「逼迫式」

相親，親朋好友苦口婆心式的「威

逼利誘」，上司同事關心式的充當紅

娘⋯⋯讓本來就壓力重重的白領們更是

苦不堪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沙飛

逼婚
猛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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