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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观看此类电视剧情的女性往往也会把自己带入故事情

节，导致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情生活无法得到满足，无法

达到自己理想的婚恋目标，从而固守即使晚婚晚育也要

寻求到理想的婚姻。第二，追求现实的婚姻。现实婚姻

的奋斗者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想要的婚姻是什么样的，

细分来看，一是为了追求现实的婚姻需要奋斗好几年，

这也就形成了许多剩男剩女，这类优秀的大龄适婚青年

往往是年轻的时候一心只为追求自身的事业，忽视了婚

姻，在他们看来，有了稳定收入和相对好的社会地位之

后，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二是拜金主义婚恋观驱使，

使得部分青年男女把爱情、婚姻都建立在金钱至上的层

面，从而导致遇到心爱之人却又无法满足自身的物质需

求，而能够满足物质需求的又无法满足爱情的需求，常

年 徘 徊 于 爱 情 和 金 钱 之 间 无 法 选 择 ， 最 终 导 致 晚 婚 晚

育。三是受到晚婚晚育婚恋文化的感染，当前社会晚婚

晚育文化氛围比起以往更加浓郁，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

感染，再加上当前演艺圈大多数明显都是单身人设，很

多都已经超过适婚年龄的都还处于单身，也是受这种文

化的影响，部分适龄青年往往没有自己的想法，就选择

跟随这种“主流”，从而增加了晚婚晚育现象的发生。

（三）婚恋中出现物质至上的观念

近 几 年 ， 手 机 作 为 信 息 传 播 媒 介 对 青 年 人 的 影 响

越来越大。具体来看，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微信

支付已经成为主流，在日常生活中抖音、快手、微视等

短视频平台发展火爆，加之网络授课流行，网络课程教

学增加，上述因素使得手机成为家长、学生、老师以及

各种工作场所必不可少的“第二身份”，在学习工作之

余，在短暂琐碎的空闲时间内，大家都会拿出手机刷短

视频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许多网络

博主为了流量就会通过传播各种新鲜、新奇，甚至偏离

社会主流的内容，从而激发人们的好奇心，这种做法久

而久之就会影响到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而青年群体又

是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主力军，在观看过程中也助长了

这种价值观念的传播。著名经济学家朱少平就发表过这

样 的 观 点 ： “ ‘ 你 没 有 房 ， 我 凭 什 么 嫁 给 你 ’ 这 种 理

念要逐步改，如果这个理念不改，如果这种文化得不到

扭转的话，中国的婚姻可能要崩溃。现在我们这个文化

弄得有点糟糕（价值观念的改变），把房子作为结婚的

一个前提，这种文化一定要把它扭转过来，如果不扭转

过 来 ， 对 我 们 的 年 轻 人 ， 不 管 对 男 的 女 的 都 是 一 种 负

担……我觉得这个自媒体对这一点应该限制……像这种

文化应该把它摒弃过去”。像这种文化理念的转变是导

致适龄青年晚婚晚育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文化的背

后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当前社会消费水平逐年上

升，不管是房价、物价、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

本等等一系列社会生活成本升高，而面对当前的就业形

势和自身收支失衡，助长了这种观念的形成和传播。

总结与讨论

青年群体作为社会成员当中最具活力，且具有无限

可能性的社会群体，其社会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会影响

到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因此，青年群体的社会观念和

价值理念形成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需要高度

重视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认知因素是保持婚恋观

稳定的基础，行为是婚恋观的外在表现，“恋爱的认知

过程强调对关系价值的认可和接纳，对于青年人而言，

客观看待恋爱的重要性，理性看待恋爱对象，确立正确

的恋爱价值观，都是恋爱认知内容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

分。”[4]青年群体对于婚恋文化的感知与认识会影响未来

我国社会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的改变。婚恋观作为社

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其形成与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

的，但是又会受到外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传统婚恋观

熏陶下，那些有助于青年成长的婚恋观念得以流传，但

当下社会婚恋文化的畸形发展也同样会影响青年群体的

成长，为此在当代社会婚恋文化熏陶下，辩证看待和选

择正确的婚恋，形成正确婚恋观极为重要。基于此，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家庭婚恋文化要随时代发展而转变

家 庭 文 化 是 伴 随 孩 子 一 生 的 文 化 烙 印 ， 在 青 年 形

成完整的、独立的人格之前，家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婚恋观传递最为直接。由于青

年与其父母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

的改变导致两代之间的文化差异，各执一词很容易造成

家庭矛盾，以致于相恋很久的恋人因为双方家庭的原因

而导致感情破碎。所以，在当下社会，父母婚恋观可以

为青年一代提供建议参考，但是不能直接灌输，强行按

照父母标准选择婚恋伴侣，家庭婚恋文化应该随社会的

发展而有所转变。

（二）社会婚恋文化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婚恋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其形成与发

展都是由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的，但是对于

社会经济又具有反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

轻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也是越来越高，逐渐出现攀

比现象，加上网上各种“炫富”以及各种浮夸影视剧情

的传播，导致年轻人的心理越来越趋向于物质，价值观

也出现扭曲，一些婚恋事务所，婚恋市场以及婚恋周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