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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曾有一個富有詩意的
假設：「原來的人都是兩性
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分為二，
所有的這一半都在蒼茫人海裡
尋找另一半。」

說剩女，或許可以從柏拉圖
式的愛情說起。

最好的在最初
所謂柏拉圖式的愛情，便是

柏拉圖有一天問他的老師蘇格
拉底何謂愛情，蘇格拉底要他
去麥田裡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麥
穗回來，但附上兩個條件，不
能回頭和只可摘一次。柏拉圖
最後空手而回，他嘆道，沿途
他曾看到一些不錯的麥穗，但
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為只
可以摘一株，所以沒有摘下
來。他一直往前走，以為前面
還有更好的，可是他愈走，愈
覺得不如之前的好，當他已經
走到盡頭時，才發現原來最大
的最好的麥穗早已錯過了。

很多人用柏拉圖摘麥穗的經
驗來比喻最美好的愛情發生在
最初，而世間的男男女女大都
無福消受。換一個角度來說，
或許正因為以為還有更好的，
女人尋尋覓覓，錯過了很多，
才會變成今天的剩女。

剩，有被遺下的意思。今天
看來，剩女不僅被愛情、婚姻
所遺棄，同時也被社會遺棄，
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有人說剩
女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古
代中國女子在父權社會中深受
束縛，婚姻是女子一生最重要
的「事業」，而未能趕及在適婚
年齡出嫁之女子亦被世人標籤
為「大齡女子」。只是古時所謂
的大齡，不過是十八、九歲，
正值花樣年華的少女，與如今
的剩女哪能混為一談。但社會
發展、世人的價值觀並未趕上
時代的變化，直至現在，大齡
女子依然為人詬病，被標籤為
剩女等同於失敗的人生。

如果仔細琢磨剩女這個詞
語，你會發現25歲以上的未婚
女性，幾乎都能以剩女二字涵
蓋。有人將剩女分為四級，年
齡介乎25至27歲的是初級剩
女，這群人最大的特點是她們
的戰鬥力依然旺盛，對戀愛、
婚姻並不絕望；28至31歲則被
視為中級剩女，她們遇上合適
男性的機會已經不多，而這段
時間也是女性事業的黃金歲
月；而32至36歲的高級剩女在
職場上拚搏過後，基本上與婚
姻已擦肩而過；至於36歲以上

的女性則被人喻為終極剩女，
難逃「老姑婆」的命運。

其實，不過是沒有愛情、婚
姻而已，在亞洲女性紛紛希望
擺脫剩女族群而努力不懈的時
候，歐美國家早已將剩女轉化
成一種有助社會進步、積極正
面的力量。

剩女無國界
美國、法國、澳洲等先進國

家並非不存在剩女這個問題，
只是人們大多淡而視之，並不
像東方人那樣焦慮、將之視為
一件不得不解決的事情，晚
婚、不婚對他們而言只是生活
的一種方式。

用剩女二字來稱呼西方晚婚
或不婚女性似乎不恰當，英語
spinster與剩女意思相若，中文譯
作獨身者或未婚女子。在美
國，有很多人20歲出頭便結婚
生子，也有很多人在四五十歲
仍然孑然一身。據美國人口普
查局統計數字顯示，2009年，
美國約有40%成年女性是單身人
士，她們大多來自中產階層，
平均年齡35歲上下。這些單身
女性完全符合剩女的「三高」
準則──高學歷、高收入、有樣
貌。當問及她們有沒有打算結
婚的時候，她們會說自己還沒
有準備好。而她們對於適婚年
齡的認知與東方人也有差別，
她們對婚姻抱持謹慎的態度，
認為在心理、學識、工作、財
力、地位等各方面成熟之際，
才考慮結婚，可想而知，很多
人在想到要結婚時已經太遲
了。我們以為這些女性的生活
必定很偏執封閉，但社會學家
的調查發現，她們也有豐富的
情感，而且她們不因此而焦
慮、自卑，尤其是過了35歲的
單身女性，她們習慣了單身生
活，心理調適得很好，反而懂
得自得其樂。

而被稱為浪漫之都的法國，
單身女性的比例也與美國不相
上下，而她們有一個顯著的特
徵──對婚姻敬而遠之。與美國
女性不同，法國女性對婚姻的
態度更漫不經心，她們會戀
愛、同居，卻未必會結婚。或
許因為結婚意味㠥承擔生活上
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法國近
幾年失業率高企，年輕人在事
業不穩定之時大多不會考慮結
婚，所以法國有不少人四五十
歲才結婚。法國女性關注的並
非適婚與否，而是生活的質
量，她們沒有來自社會或親朋

好友的壓力。
正因為社會沒有對未婚

女性加諸任何壓力，很多
女性雖然婚姻沒有㠥落，
但事業卻做得有板有眼，
因此無論在婚姻市場還是
就業事場，人們更欣賞成
熟的女性。歐美公司願意
聘請35歲以上、閱歷豐富
的女性，大家不難發現西
方的新聞主播、空姐大都
年紀偏大、長相普通。而
西方男性普遍對思想成

熟、個性獨立的女性充滿敬
意，從徵婚廣告上可發現，他
們大多不介意對方是否有小
孩，正確來說，一個堅強、積
極的單身媽媽反而受到尊重和
愛慕。

剩女原來是勝女
西方社會的開放思想讓女性

不致失去尊嚴，因為剩女身份
而處處被人奚落。若說亞洲人
大多數因為擇偶條件太高或過
於相信童話式的美好婚姻而錯
過了最佳的適婚年齡的話，歐
美女性則更傾向於「自願性」
地成為剩女。她們在我們眼中
或許很可憐，一個人吃飯、居
住、看電影，好像很孤寂，但
她們卻認為那些天天帶小孩的
人忙得死去活來，不能自由自

在地生活，她們單身的生活反
倒落得輕鬆。

美國作家Lori Gottlieb曾說
過：「超過30歲的單身女性應
該忘記童話，或者選擇面對孤
獨和沒有孩子的未來。」

在我們看㠥真人騷，高談闊
論，炮轟剩女不是的時候，回
頭一看，很多我們熟悉的傳奇
女性，用今天的話來說，也不
過是一個剩女。香奈兒（Chanel）
這個法國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
生，Coco Chanel的事跡也被拍
成電影，很多人對這位法國傳
奇女性充滿好感。她是香奈兒
品牌的創始人，是走在潮流尖
端的時裝設計師，也是20世紀
時尚界的靈魂人物。她25歲成
為法國富商艾亭奈．巴桑的情
婦，25歲是女性最繽紛、多姿
多彩的年華，而她卻不急㠥成
家立室，反而積極拓展業務。
隨後，其發明的香水Chanel No.
5被推向世界，各地影星紛紛搶
購，連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也
表示Chanel No. 5是她的最愛。
後來她將觸角延伸至時裝界，
她設計的香奈兒套裝集優雅、
簡單、舒適於一身，是白領一
族的恩物。回顧香奈兒一生，
她並非冷感之人，她的感情生
活反而比任何現代女性都要豐
富，無數的風流韻事，先後與
多位男性傳出戀情，只是，她
犯了現代女性最大的禁忌──不
婚。在回味她不平凡的人生際
遇之時，不得不驚歎剩女一點
也不寂寞。

若說香奈兒不是典型的剩女
的話，彼得兔（Peter Rabbit）
的作者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則當之無愧。香奈兒好
歹一生邂逅了數段感情，但波

特的人生除了畫兔子便沒有其
他。年少時她先後養過兩隻兔
子，最喜歡觀察動物，然後素
描小兔的一舉一動，彼得兔大
概便是她將觀察所得紀錄下來
而衍生的創作。19世紀的英國
可不如現在這般開放，那時女
性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投票
權，波特的父母也不希望女兒
獲取任何知識，只要安份守己
地學習成為一個賢妻良母即
可。她在植物研究方面相當出
色，但因為其女性身份而不獲
英國皇家植物園錄取，英國皇
家協會也多次拒絕刊登其研究
論文，可見當時女性的生存困
境。事實上，波特也並非感情
潔癖之人，她與出版社少東
Norman相戀，但他們還未來得
及公開戀情之際，Norman卻因
病去世。其後幾年，她除了繼

續畫兔子和研究植物外，未曾
想過結婚。直至她47歲，才與
一位律師結婚。波特是名符其
實的剩女，於當時的英國社會
而言，更是備受爭議、質疑的
女性，而得知彼得兔出自一個
剩女之手的你，會否對剩女有
一點點的改觀？

童話中的剩女
前一段日子，《經濟學人》

刊登一篇專題，探討亞洲女性
的婚姻趨勢，指亞洲地區受各
種因素影響，結婚率不斷下
滑，並總結出亞洲女性對婚姻
所持的態度──離婚、晚婚及
不婚。剩女愈來愈多並非沒有
道理，當女性學歷愈高，事業
成就愈大，自主權愈多的時
候，可以選擇的對象便愈來愈
狹窄，生活的重心也不再只有
婚姻。剩女這一現象看似不利
社會發展，但實際上除了傳統
家庭觀念備受挑戰、減低社會
生產力外，剩女也不過是一群
追求理想愛情的單身女性，其
惹人爭議之處是她們過於「夢
幻」，擺出高姿態追求童話式的
愛情。

反觀，從美國到法國，從
Coco Chanel到Beatrix Potter，剩
女雖然輸了婚姻，卻贏了事
業，這樣的生命旅程，一個

「剩」字豈能概括一切！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女性的名字不再單一，宅女、腐女、乾

物女、剩女等形容詞將女性明確地分成不同的種類，而名字背後都有指向。這些形容

詞一開始或許只是道出女性具備某種特徵，並不存在任何貶抑的意味，但說㠥說㠥，

名字彷彿不再單純，反而慢慢為社會關注，變成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

近日，「剩女」一詞成為全城熱話，這個存在已久的現象忽然被人拿來大肆討論，

港人好像突然驚覺原來社會存在㠥這一群體，眾人視之如洪水猛獸，高呼「向剩女說

不」。然而剩女這個問題並非只存在於華人社會，西方國家也有所謂的剩女，只是他

們不痛不癢，在他們眼中，剩女有一個更貼切的說法──「勝女」。

文：伍麗微　圖：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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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變勝
女無懼謾罵

剩女看似是近代產物，但從歷史中卻不

難找到大齡女子的蹤影，尤其是宋朝。

宋朝期間，是我國剩男剩女最氾濫之

時，何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

會準則之下，會有這種情況出現？一切只

因為當時的皇帝忌諱習武之人，而文人手

無縛雞之力，遂鼓勵全民讀書，並頒佈有

利於士大夫的政策，如士大夫之工資乃歷

朝最高、士大夫犯法不會受過重的刑罰

等。

當時，男孩生來便被送往學堂，個個都

拚命讀書。結果可想而知，很多人一生的

光陰都耗費在書中，六七十歲才中科舉，

失落了「顏如玉」，「黃金屋」也無福消

受。最好笑的例子便是宋人陳修七十多歲

中了科舉，遇上「剩女」時，被問及年

齡，他巧妙地回答：「五十年前二十三！」

至於剩女的由來，與剩男也不無關係。

宋朝父母的擇偶方式也非一般人能夠想

像，他們不要求男方的家世、背景，他們

只在乎對方是否是進士。所以每逢科舉公

佈成績之際，女人們便開始搶老公。但要

等一個中榜之人，並不容易，很多人後來

開始「預定」丈夫，看好了某人有機會中

榜，便先將其預定下來，大文豪歐陽修便

是被定下的最佳例子。

能夠搶到、定到進士之人畢竟還是少

數，考不到科舉的男人、搶不到的女人多

不勝數，剩男剩女如過江之鯽，與現今的

剩女相比，那個年代女性的命運才是最悲

慘。

剩男剩女在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