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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 8 0年代早婚数量回升的原因

严梅福 石人炳

70年代
,

我国早婚 的数字降到 了历史最低点
, 8 。 年代这一数字急剧回升

。

对此
,

理论界的解释有如下几种
: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尚未到达使人们 自觉晚婚的水平
;
孩子

养育水平低
;
家庭承包制促使人们早婚

。

作者不同意上述解释
,

认为导致早婚数量上

升的不是经济因素
,

而是青少年性成熟提前
,

社会性意识开放失控
,

以及包办婚姻广

泛存在等生理
、

文化
、

习俗 因素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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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回升原因研究中的偏离

中华民族是一个素有早婚传统的民族
。

直到解放前的几十年里
,

我 国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都还停留在 18
·

5 岁左右
,

妇女早婚比例依然高达 50 %以上
,

历史迹象显示
,

在我国治理早婚

决非易事
。

但是
,

到了 1 9 7 9 年
,

我们却奇迹般地把早婚降到了我国亘古未有和今天也仍然难以

达到的低水平
:

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提高到 了 23
.

12 岁
,

比 70 年代初期的 20
.

19 岁高出 2
.

83

岁
;
妇女早婚比例由 1 9 7() 年的 4 7

.

89 %降到了 1 2
.

5 3%
。

① 遗憾的是这种十分有利于人口控制

的婚姻状况
,

到了 80 年代就迅速 出现了反弹
,

早婚现象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在农村急剧回升
,

这

从 1 9 8 2 年与 1 9 9 0 年两次人 口普查资料的对比分析 中就能看出
: 1 98 9 年我国早婚人数达 85 5

万
,

几 乎是 1 9 8 1 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时 4 46 万的一倍
; 1 9 8 9 年早婚女性所生孩子 13 4 万

,

为

1 9 8 1 年的 .3 5 倍
。

不仅如此
,

令人不解的是回升中男性早婚的增长速度还大大超过了女性
,

由

17 8 万急增到 57 9 万
,

占早婚人数增长总量的 98
.

3%
。

② 很 明显
,

早婚的急骤 回升
,

已经构成了

一个障碍我国人 口控制目标实现的严重社会问题
。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已经下降的早婚在 80 年代如此迅猛回升呢 ? 在理论界给出的回答中
,

除了认为新《婚姻法 》的颁布有着 一定的诱发作用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忽略了未婚育龄青年
,

使

许多未婚先孕青年早婚之外
,

回升的主要原因被归因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变更和影响上
,

其观

点可以概括为
: 1

, “

经济发展水平论
” 。

持此看法的人认为
,

当前我国以个体劳动为主的劳动密

集型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

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虽有提高但是 尚未达到 自发抑制生育率的

水平
,

因此
,

现实中农民收入的提高
,

反而刺激了农民的生育动机
,

促进了早婚的回升
。

2
, “

孩子

成本一
一效益论

” 。

一部分学者认为
,

现阶段农村生育孩子经济价值系数提高
,

即家庭从孩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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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所获得的预期经济效益要大大超过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支出
,

因此驱使农民用早婚去实

现早育
。

① 3
, “

经济体制论
” 。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是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促成了早婚的回

升
。

这是因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恢复和强化了家庭的经济生产职能和自主分配
,

使经济活动

和生育活动融于同一个家庭细胞之中
,

农民从增加劳动力和发财致富的需要出发
,

趋向于早

婚
。

②

笔者认为上述从经济因素所作的分析并未中的
,

偏离了我国 80 年代早婚回升的实际
,

没

有捕捉到造成回升的真正原因
,

因而
,

不曾对我国的早婚治理起到什么指导作用
。

这种偏离产

生于将早婚的原因与驱动人们去多胎生育
,

抢生二胎等的原因混为一谈
,

即是用了回答人们为

什么要
“

超生
” 和在生育中偏爱男孩的理由来回答人们为什么要早婚这一性质迥异的问题

。

诚然
,

在当前的计划生育中
,

早婚
、

多胎生育
、

抢生二胎这三者作用的合力确实使得我国妇

女生育率难以进一步下降
,

可谓是我国现阶段实现人 口控制目标的三大障碍
。

但是三者产生的

原因又是不尽相同的
。

多生
、

抢生和坚决要生男孩的生育动机较之于早婚的动机与经济因素的

关系要直接和密切得多
。

比如我们就不能认为一对成年夫妇要
“

超生
” ,

要生男孩才罢休与一对

未达婚龄的人要早婚的心理动因会是一样的
,

不能认为未成年的青少年也是像成人一样考虑

到养育孩子成本低
、

收益大
,

能很快为他提供劳动力迫不及待实现早婚的
。

事实是在促成社会

早婚盛行上
,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
、

民风习俗
、

宗教信仰等忱社会经济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
矿
据联

合国妇女社会地位委员会 1 9 9 0 年的统计
,

在经济发达
、

生育率颇低的北美洲和欧洲
,

早婚以及

由早婚导致的早育都依然十分严重
。

那里每千名产妇中
,

1 4一 19 岁就生育的妇女分别为 1 97

名和 1 53 名
; ③而在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里

,

由于习俗的原因
,

晚婚却蔚然成风 ; 1 97 1 年古

巴妇女的初婚平均年龄就已高达 25
.

5 岁
。

④这说明早婚早育决不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固有现

象
,

晚婚晚育也不只会在经济发达国家才能盛行
,

因此也像从经济因素去说明生育率的转变和

农民为什么要多生一样
,

想主要从经济发展上去寻找 80 年代早婚现象回升的原因是十分片面

的
。

二
、

80 年代我国早婚回升原因的再认识

那么
,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 80 年代早婚现象的回升呢 ?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

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乃至整个社会心理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偏移与畸变的结果
。

正像人的一切
行为都受制于他的心理活动一样

,

80 年代早婚回升也是在这种畸变了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实现

的
。

不过引发心理畸变的原因
,

即导致早婚的深层原因不是经济因素
,

而是由于 80 年代我国青

少年性成熟迅速提前
;
性意识开放失控 ;包办婚姻还在很广大层面上存在等生理的

、

文化的
、

习

俗的因素综合作用下造成的
。

现试分析上述因素是怎样通过引起社会心理畸变而导致我国 80

年代早婚现象急剧回升的
。

(一 )青少年性成熟提前导致的心理变异促成早婚回升

我国青少年近十多年来出现的性成熟迅速提前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影响
,

是导致 80

年代以来早婚急剧回升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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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
,

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 了青少年性成熟提前的现象
。

德国
、

美国
、

挪威
、

芬兰以及

前苏联等国的调查材料均证明
,

女孩的初潮年龄比上个世纪提前了 2一 4 年
。

有些国家每 40 年

女孩的初潮时间就提前一年
,

如挪威由 1 8 3。年的 17 岁提前到了 1 9 7。 年的 13 岁
,

美国由 1 8 3 。

年的 1 4 岁提前到 1 9 7 0 年的 1 2 岁
,

日本由 1 9 0 9 年的 1 4
.

0 1 岁提前到 1 9 8 5 年的 1 2
.

1 1 岁
。

①在

这股性成熟提前的浪潮中
,

我国男女青少年也未能例外
。

但与上述国家比
,

又有两个特点
:

第

一
,

我国青少年性成熟提前出现较晚
。

不少国家青少年在本世纪初性成熟就开始提前
,

我国则

要迟得多
。

1 9 6 4 年当香港女子初潮年龄已提前到 1 2
.

8 岁
,

罗马尼亚已提前到 1 3
.

5 岁时
,

我国

女子初潮平均年龄为 14
.

5 岁
。

② 我国男女青少年性成熟开始提前的时间
,

应当是在 70 年代末

和 80 年代初
,

即性成熟的提前在时间上与国家的全面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
。

第二
,

性成熟提

前来得迅猛
。

我国青少年性成熟提前虽然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得迟
,

但来势很猛
,

在 1 9 6 3一

1 9 6 4 年对北京几所中学女生调查证明当时女子初潮年龄为 14
.

5 岁
,

后仅隔 15 年
,

1 9 7 9一

1 9 8 0 年对北京城区 7一 17 岁男女学生 2 2 5 0 人再行调查的
,

就发现女子初潮已提前到了 1 3
.

6

岁
。

而再隔 5 年
, 1 9 8 5 年国家教委等在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中

,

对 1 5 9 8 5 9 名中学女学生

进行的初潮年龄调查显示
,

城市组又提前到了 13
二

17 岁
。

与此同时
,

男孩子 首次遗精时间也较

2。年前提前了 8个月
。

国外 E r el et h 的报告也认为
,

中国女学生初潮年龄每 10 年提前的幅度

大于西方每 10 年平均提前 3一 4 个月的水平
,

现 已与大多数欧亚国家 13 岁左右这一年龄相

出现在我国青少革身上的这种来得迟但十分迅
猛的性生理成熟提前

,

必然荟对青少年的

心理和整个社会的婚育心理产生强烈影响
,

引起下述一系列变异
,

从而导致早婚的回升
。

1
.

成人感出现提前
。

当青少年的性成熟在近十多年里大幅度提前之后
,

男孩和女孩子都

会比以前更早地具有了成人的外形
。

这样
,

他们就会更早地从同龄人的
“

镜子
”

中照见 自己已是

成人
,

其成人感也就会随之提前出现
。

伴随这种提前
,

青少年会觉得他们已经有资格去做只有

成人才能做的事情
,

从而导致他们婚恋意识的过早觉醒
,

过早地去模仿成人谈情说爱
。

在这种

背景下
,

在常规性成熟年龄只会零星出现的早恋
、

婚前性行为与未婚先孕现象就会大量增加
,

据有关方面报导
,

1 9 8 7年我国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已达 35 % ;
南方某大城市妇产科医

院统计
,

60 %的流产手术是婚前婚外孕
; ④高尔生等 1 9 8 8 对上海市三区一县的调查

,

15 一34 岁

未婚妇女性行为发生率为 38
.

4 %
,

其中 15 一 19 岁妇女性经历百分比为 16 %
。

⑤ 这种急增的早

恋
、

未婚先孕必然会大量促成早婚的发生
,

而青少年性成熟的提前和与之相伴随的成人感出现

的提前
,

又为早恋
、

未婚先孕作好了心理准备
。

2
.

性期待期延长
。

我们把从性成熟到达法定婚龄后结婚这段时间称为性期待期
。

在性期

待期
,

青少年的性需要已经出现
,

但无法得到满足
,

这对青少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
。

据调查
,

我

国中学生中发生性冲动者占被调查人数的 87 % (男生占 96
.

3 %
,

女生占 68
.

7 % )
,

初一以上的

学生中
,

48
.

18 %的男生与 32
.

91 %的女生都有过 自慰行为
,

有压抑感的学生则占被调查人数

的 5 5% (男生为 62
.

4 %
,

女生为 33
.

6% )
。

⑥与此同时
,

发生在近十年的性成熟提前又突然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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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地延长了青少年的性期待期
。

这使得青少年— 特别是其中易于冲动的男性— 更容

易发生早婚
。

3
.

社会婚育心理定势
。

盛行了儿千年的早婚传统使我国人民惯于从生理发育
、

主要是从

性发育的成熟来确定青少年的婚育年龄
。

这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定势
。

这就必然

要提前几年把他们推到婚育位置上
,

促成早婚的回升
。

80 年代农村早婚比城市之所以更严重
,

与农村里这种社会心理定势更与强烈直接相关
。

(二 )性意识开放失控的心理影响促成早婚回升

8 。 年代以来
,

我国早婚回升的另一个原因是近十多年来我们在性意识领域全面而迅速的

开放中出现的失控所引起的社会心理变异
。

应当说
,

性意识的开放是对封建主义几千年性封闭的一种反动
,

也是对传统的性禁锢的一

次有力的冲击
,

我们有理由指望它在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
但

是
,

当西方性观念正十分混乱
,

清流与浊浪不可避免地会向我们同时涌来
,

而我们对性意识开

放的管理控制又十分乏术的时候
,

性观念的超限更新
,

以及商业的性感化 (指在商业行为中利

用性信息吸引顾客以为提高营利的手段 )等不适度的开放就必然会引起社会心理的偏移与变

异
。

诱发青少年难以自控的性冲动
,

使他们容易发生早恋
,

而在有了婚育对象时
,

又极容易发生

婚前性行为
,

走向早婚
。

(三 )包办婚姻的心理影响促成了早婚回升

包办婚姻还在广泛层面上存在是 80 年代早婚回升的第三方面原因
。

据统计
,

我国目前社
·

会上包办婚姻仍然占 15 肠
,

经人介绍
、

父母批准
、

本人同意的半自主半包办婚姻占 55 %
。

而一

些偏远地区
,

包办婚姻更为严重
。

有人曾在西北调查
,
三个几百人口 的村庄就有 5一 10 岁已定

婚的儿童少年 1 18 人
,

占儿童少年总数的 36 %
。

①

包办婚姻是早婚的重要诱因
,

但二者并不呈线性关系
。

包办婚姻是通过在包办者与被包办

者心理上引起下面诸多变异而使早婚回升的
:

1
.

包办者使命感的畸变
。

不同于西方
,

中国的为父母者总认为养育子女成人是自己生命

存在的终极目的
,

而他们心 目中子女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就是成家立业
,

结婚生孩子
。

因此
,

包

办婚姻的家长总希望能尽早地看到子女结婚
。

他们把亲手操持子女的婚姻大事视为是在完成

自己人生的最后使命
,

如若不然
,

就会有死不眼目之憾
。

包办者的这种畸变了的人生使命感
,

使

他们越来越早地为子女订亲
,

和在子女初具成人模型后就为他们张罗婚事
。

企因为如此
,

在一

些偏远欠发达地区
,

早婚总是与包办婚姻一并盛行
,

并且
,

结婚年龄越来越小
。

2
.

包办者谋求责任转移
。

许多包办的早婚是由于包办者为了通过子女的早婚来尽早实现

责任转移而造成的
。

家庭都有一个随着新家庭的诞生和发展
,

旧家庭渐行萎缩和消亡的代谢过

程
。

家庭代谢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责任转移
,

包括家庭经济责任
、

抚养责任
、

管理责任的转移
。

包

办者或者是由于子女过多
,

想在自己失去劳动力前以卸包袱的形式逐一解决子女婚姻问题
,

尽

快解除子女拖累之苦而让子女早婚
;
或者是由于子女无所事事

,

游手好闲
,

沾染上 了不 良社会

习气难以管束
,

想尽早用婚姻和家庭责任加以约束而让子女早婚
;
或者是子女受教育有限

,

没

有更好的前途
、
不如早成家以了却父母心事而让子女早婚

;
或者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

想让子

女早点承担家庭责任而让子女早婚
,

这些就都是包办者们在实行责住转移
。

① 《人口统计年鉴 》 ,

经济管理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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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包办者谋求利益互补
。

包办者为谋求经济利益的互补也是他们让子女早婚的一个因

素
。

早婚 可以使一方得到一个不经过抚养过程的现存劳动力
,

另一方在失去劳动力以后
,

便以

同样方式用其他子女的早婚来进行劳动补偿
,

这就形成了早婚的连锁反应
。

此外
,

一方还可以

从另一方得到一笔
“

聘礼
” ,

而失去这笔费用的一方又要从其他子女的婚姻中尽快补偿回这笔

费用
,

包办者要谋求这双重补偿
,

早婚就出现 回升
。

4
.

订亲诱发早婚动机
。

包办婚姻能促成早婚回升还在于它所采用的订亲能直接诱发包办

者与被包办青少年的 早婚动机
。

这是因为
:

第一 汀亲使男女青少年亲近机会增多
。

一旦订了亲
,

男女间就过往甚密
。

每逢年节
,

男方

须到女家探亲送礼
,

}可样
.

女孩也可以 不时到男家逗留住宿
。

对此
.

父母 一般都予以支持
,

舆论

也断无纷说
。

很显然
,

这种特殊关系上的男女超常亲近
、

言语嬉戏和耳鬓厮磨
,

对于改革开放后

已从影视里对男女关系的
“

奥秘
”
了如指掌的青少年

,

婚前性行为的发生就变得极为容易了
。

其

中
,

有的是女方在
“

我迟早总是他的人
”

的思想支配下 自愿实现的
,

更多则是男方对女方施行的

强奸或诱奸
。

据河南省许昌市精神病医院 1 9 8 8年对诊治的 78 名因遭强奸或诱奸而催患精神

疾病的农村未婚女青年的统计
,

她们中由父母包办定婚后遭未婚夫奸污者占 85 %
。

①婚前性行

为一旦发生
,

就使男女青少年有了性体验
。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性成熟期性体验的获得
,

往往会

诱发起青少年难以 自控的强烈性兴奋和异性亲近需要
。

② 这种包办订亲所造成的男女超常亲

近而产生的异性吸引以及婚前性行为所引发的强烈性需要
,

都将驱使尚不能充分认识婚姻的

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青少年产生早婚动机
。

第二
.

订亲使未婚先孕增多
。

订亲后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由于不 可能实行避孕
,

极易造成

未婚先孕
。

一旦怀孕
,

包办者 由于望孙心切
,

大都不会赞成人工 流产
,

要千方百计保住那有

50 %的 可能是男孩的孙儿
,

因此
,

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在女方尚未
“
出怀

”

时赶快登记结婚
。

何

况这样做也可以使子女婚前性行 为与未婚先孕引起的社会非议与责任纠纷 自然解除
。

这使得

许多包办者令子女早婚的动机非常强烈
,

常常在登记不上时
,

用几桌酒
、

一挂鞭照样将不到婚

龄的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
,

导致 80 年代早婚数量回升的主要原因是青少年性成熟提

前
、

社会性意识开放失控
,

以及包办婚姻的广泛存在
,

对此
,

我们不必等待经济发展到足够高的

水平时再去实行控制
,

现在即可采用宣传教育
、

法律制裁
、

行政约束
、

经济奖惩等多种手段去禁

绝
。

近两年早婚率 己经明显 下降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

我们可么通过对这些手段的完善
,

进一

步遏制我国的早婚现象
,

直到彻底消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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