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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数下降到1000万以下，出生

率逐年降低，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适龄

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3，在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

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人口老龄化

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人口正处于负增长阶段。全国结婚人

口逐年降低、新生婴儿数也随着婚配率的降低而下降、老

龄化问题逐年凸显，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

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

代化”“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

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

式现代化”。 [1]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国社会经济

与人口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作为人口结构中最为活跃

的组成部分，对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的改善有着关键

性作用。因此，青年群体对婚恋观的认识和中华民族婚

恋文化的认同将影响着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走向。“婚

恋观是指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以及社会文化、种族

等诸多因素相互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对恋爱、婚姻和性方

面 的 较 稳 定 看 法 和 态 度 ， 包 括 择 偶 观 、 恋 爱 观 、 婚 姻

观、生育观、婚恋伦理观等，体现着人的价值观。” [2]

在以往研究中，也有学者从青年婚恋观的社会问题出发

展开相关研究，但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仅局限于社会现

象、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等领域，对文化领域展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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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对较少。为此，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通过梳理相

关文献和讨论有关数据，结合当前青年群体流行的婚恋

观进行分析，探讨当代青年婚恋观以及形成这种婚恋观

的文化影响因素。

文化视域下的婚恋观形成

（一）传统文化下的婚恋观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 婚 姻 制 度 的 形 成 起 源 于 西 周

封建时期，随着朝代更迭与时代发展，封建社会逐渐没

落，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也就意味着我国原有的婚姻制

度也随着封建制度彻底消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彻底

改变了我国婚姻制度，但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传

统婚恋观的改变并不彻底，部分婚恋观仍然流传至今。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 ， 追 求 自 由 的 恋 爱 观 。 我 们 中 学 所 学 的 《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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