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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仅剩下自己的子女，尽管部分丧偶老年女性有退休

金、养老金等经济保障，但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也

随之下降，比如生病后会需要子女的照料。独居的丧偶

老年女性心理上的孤独感会加剧，需要子女回家的探望

缓解孤独感。总而言之，丧偶老年女性的晚年养老生活

是需要子女提供生理、心理等保障的。

然 而 ， 丧 偶 老 年 女 性 再 婚 会 带 来 邻 居 等 熟 人 的 闲

话，被指责“老不正经”。在这样的指责下子女会“抬

不起头”，甚至以“如果再婚就不承担养老”来威胁母

亲。考虑到子女的意愿以及日后的养老问题，这个时候

丧偶老年女性会表示“没这方面的心思”，对再婚一事

表现得比较慎重。

丧偶老年女性再婚意愿低的成因

1、个人观念的束缚

在传统观念中，女子出嫁从夫、从一而终是一种美

德，在丈夫去世后妻子“守节”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表现良好的妻子还会得到“贞节牌坊”的奖励还有宗族

的嘉奖。出嫁从夫意味着要依附自己的丈夫，因而女性

多年以来便扮演着依附丈夫的角色，年老后依附丈夫更

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对于她们来说有丈夫在，即是有

一种“安全感”。以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网络已经成为老

年女性认同的普遍家庭结构，老年女性在丧偶之后，这

样的依附对象消失了，家庭结构随之发生了改变，造成

丧偶老年女性心理上的不适应，急需寻找未来的依靠。

然而，丧偶老年女性内化了传统文化中存在迂腐的

婚姻道德观念，在失去另一半后仍然会遵从出嫁从夫、

为丈夫守节的思想观念。“白头偕老”“少年夫妻老来

伴”等象征爱情忠贞不渝的词汇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加在

丧偶老年女性身上的约束，认为再婚是一件“不忠贞”

的事，使得丧偶老年女性在选择再婚时，心理上有一种

“批判感”和“负罪感”。

失去生活依靠的不适应使得丧偶老年女性需要寻找

另一半，但是“忠贞”的婚姻道德观念已被她们内化于

心，来自传统观念的冲突造成丧偶老年女性在再婚问题

上出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并且对再婚一事心态不正，

存在“找靠山”这样的心理，在矛盾之中再婚的欲望随

之降低。

2、家庭成员的阻挠

一方面出于经济因素，子女会认为母亲的再婚会对

自身的财产继续造成威胁，丧偶老年女性如果再婚，家

庭财产就会“落入他人之手”，这对丧偶老年女性原本

的家庭来说是一种“经济损失”，因此大部分丧偶老年

女性面临再婚选择时受到了子女的反对。

另一方面出于思想因素，一部分子女不了解丧偶老

年女性的情感状况，认为恋爱结婚是年轻人的事情，作

为老年人有子女的照顾，吃喝不愁，就应该在家好好安

度晚年，老年人再婚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并且母亲

的再婚对子女来说是对已故父亲的“背叛”，丧偶老年

女性若是选择再婚对子女来说是一件“丢人”的事。此

外，丧偶老年女性选择再婚，意味着会投身到另一个家

庭之中，一些子女担心母亲再婚后就冷落了自己，不能

帮助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因此会对母亲的再婚问题持

反对态度。

在社会建构下，老年女性的家庭角色一般是照顾后

代、操持家务等，使得其在经济上、居住模式、自我决

策上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丧偶之后，老年女性的依附

对象变为了子女，面对子女的阻挠，为了避免产生家庭

矛盾以及老无所养的局面，甚至选择放弃再婚，表现出

再婚意愿低的情况。

3、社会舆论的制约

尽 管 随 着 时 代 进 步 ， 人 们 思 想 普 遍 得 到 解 放 ， 但

仍然存在部分“反对”的声音，这部分人认为老年人再

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受到传统思想、社会主流

思想等影响，目前还没有形成支持老年人再婚的社会共

识，丧偶老年女性的再婚行为是一种与传统道德不符的

行为，老年人再婚，尤其老年女性的再婚并没有得到社

会广泛地认可，她们在再婚一事上的选择还没有完全得

到尊重。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中，一旦有人做出背离传

统的行为就会遭到社会舆论谴责。丧偶老年女性比较容

易成为话题焦点，这个老年女性群体的再婚行为对于大

部分人来说就是一种背离传统婚姻道德的行为，由此引

发的负面社会舆论会给自身以及家庭带来诸多压力。

总之，目前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包容丧偶老年女性

再婚选择的社会环境，反倒是社会舆论的压力导致了丧

偶老年女性的再婚意愿低甚至放弃再婚。

相关对策建议

1、提升独立的个人意识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我 国 物 质 水 平 有 了 明 显 提 升 ， 与

此相应的思想观念也应当得到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存 在 禁 锢 女 性 思 想 的 部 分 ， 应 当 “ 取 其 精 华 ， 去 其 糟

粕”，传统婚姻道德观中固化女性性别角色的部分应当

剔除。因此，丧偶老年女性自身要适应社会的变化，接

受新事、新思想，就要从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出发，用

新 时 代 的 眼 光 来 看 待 自 己 的 婚 姻 问 题 ， 改 变 “ 从 一 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