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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奔四”的波波，长
相英俊，在一家外贸公司任

企划部经理，一直没有结婚
的打算，这让他的父母很恼
火。每次父母一帮他安排相
亲，他总会说自己已经有个
交往多年的女朋友，但是却
从来不带回家。波波说，“我
不想给她造成压力，因为我们

都不想结婚。一旦将她带回
家，父母肯定会催着结婚。”

波波说，他和女友已经
恋爱6年了，当初也有过结
婚的念头，但是双方都害怕
婚后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
互相接受不了而闹离婚，所

以他们想到了试婚。果然，
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强，各自
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怎么也
融不到一起。“所以我们决
定以半同居的方式在一起，

这样既有情感寄托，又能够
一直保鲜恋爱的感觉。”

像波波一样，有着这种

“半同居”想法的以男性居
多。楠楠是为数不多的持赞同
观点的女性，“这样没什么不
好的，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
不会为柴米油盐的小事争
吵，不会为将来子女上学的
问题烦恼。但是有个前提条

件就是，双方都要有足够的
感情基础，还要彼此忠诚。”

WO9XY4ZR[\

“什么保持恋爱的感

觉，那都是借口，不想承担
婚姻和家庭的责任，也不愿
为对方付出更多。”传统型
男人任军，在家里可算是个
好好先生。

他认为，这种“半同居”
的方式是两个人感情脆弱的

一种表现。“不考虑责任又

要保持肉体接触，这明摆着
就是各怀鬼胎，他们准有骑

驴找马的潜藏念头。”任军
觉得，两个人如果有了深厚
的感情基础，为什么不考虑
结婚？“每个人都有优缺点，
不能因为结了婚后，发现自
己不能容忍对方的缺点，因
此而放弃这段感情，这是很

幼稚的想法。”
蒋蕾的男友是常州一家

食品公司的销售经理，“我
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工作
两年了。原本打算等我毕业
后就结婚。那段恋爱期，我

们就像是半同居的状态，他
一回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腻在
一起，我还曾经认为这样的
状态不结婚也蛮好的。”但
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蒋蕾发现，男友在常州又找
了个女朋友。“他倒是过得

挺潇洒的，没有婚姻的约束，

不用对任何一方负责任。”

]^_M`Nabcde

“坚持爱情 ‘半糖主

义’的年轻人有着不愿承担
社会与家庭责任的性格弱
点，这样会对社会与家庭产

生负面影响。”江苏省社会
科学院的储兆瑞老师说。
“一些由婚姻带来的需

要，如性的需要、经济原因、

生孩子等等，都被婚前性行
为、多性伴侣、同居等行为代
替；同时，生孩子带来的高成
本、离婚率的提高也同样造
成婚姻的成本升高。”储老
师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在恋
爱时理性多于感性，不愿意

投入，以此逃避婚姻带来的
一系列责任。但幸福的家庭
应当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

婚姻家庭的功能是不可替
代的。 fgh$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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