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采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多数来自离异

家庭的小伙伴都拒绝了我们的采访。甚至有

一位小伙伴在我确保访谈内容保密、发布匿名

的情况下，依然表示“不想聊这个事情，觉得很

羞耻”。所以，“在婚恋市场中应该如何看待离

异家庭子女”这一话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绝大部分离异家庭的子女，亲眼见证了家

庭破碎给父母和自己带来的伤害，切肤之痛让

他们深深地明白“离异”二字是自己人生中怎

样的一场灾难。饱受其苦之时，多少离异家庭

的孩子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能够白头

偕老的爱人携手走完一生，否则宁可一辈子孤

独着走完。

对来自离异家庭的年轻人，直接、明显的

偏见也许不多，但面临婚恋问题时，间接、隐蔽

的是确实存在的。这些针对离异家庭子女的

偏见和歧视，随着长辈们所谓的经验之谈在一

代代传递。在传统教育中，上一代会建议不要

找离异、单亲家庭的，以避免风险，而下一代接

收了长辈的经验。长此以往，人们对离异家庭

的偏见越发根深蒂固，在相亲领域，这些单亲

家庭的年轻人几乎处在了末端。

但其实，父母婚姻的解体，不代表下一代

必然背负不幸的烙印。父母离婚不是原罪，更

不是禁忌，充满了冲突和暴力的完整家庭，比

离异家庭更能给孩子造成不幸。离异家庭的

孩子也可以发展出健康的人格，他们长大成人

后，也值得拥有美满的婚姻，甚至会吸取父母

亲密关系的失败，在关系中更加懂得应该珍惜

什么。父母离异的下一代，也可以努力成为负

责任的父母。

我们呼吁社会的大环境可以更加包容多

元的婚恋状态，包容多元的家庭结构。也呼吁

更多的人可以客观地看待离异家庭中长大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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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的冬冬（化名）目前在
银行工作，她学历不错，为人大
方，性格开朗，长辈和同事也帮忙
介绍了几个相亲对象。初次接
触，双方明明都印象不错，可是对
方一听说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就立即打退堂鼓。这样一来，条
件不错的姑娘渐渐拖成了“大龄
剩女”。

“父母离婚，一直是我心里的
疙瘩。”冬冬的母亲是个强势的
人，而父亲性格软，可说是一直生
活在压迫之下，“自打我出生就一
直看着两人吵架，占上风的几乎

都是我妈。我小学毕业那年，我
爸受不了终于提出了离婚，把我
的抚养权让给了我妈。”

经过几次相亲，一向自认乐
观积极的冬冬坦言打击很大。“大
部分人对单亲家庭还是有抵触
的。他们会旁敲侧击地问我性格
上有没有问题，可谁的性格能保
证完美无瑕？即使父母不离婚
的，但貌合神离的家庭环境，孩子
的性格就不会受到影响吗？”

冬冬认为，父母结束貌合神
离的婚姻关系，对自己而言影响
并不大，况且这关键还要看自己，

是愿意消沉随波逐流放弃人生，
还是愿意努力上进，出人头地。

同时，也有不少诚实的相亲
对象大胆提出质疑：离异家庭的
孩子，将来会不会无法好好经营
婚姻，更无法成为合格的父母？

对此，冬冬表示理解。“如果
换成我自己，大概也会这样想，毕
竟面对婚姻，大家都不想承受风
险。”在遭受着他人偏见的同时，
她却认可了父母的抉择。“我一直
知道他们俩相处得不愉快，离婚
这个决定不管对爸爸、妈妈，还是
对我，都是最好的结果。”

“请不要因为我父母离婚，就优待或看轻我”

在晓希（化名）9 岁那年，父
母毫无预兆地离婚了，她被判给
爸爸。大约是怕年幼的晓希承受
不了这场变故，家里人便偷偷地
做了一些“努力”。

“有次我爸和我姑姑来接我
放学，让我先在外面等着，他们要
单独和老师聊几句。”晓希回忆，
那天过后，班里的老师对她格外
关切，时不时就会找她谈谈心。

“老师经常把我叫过去，问我最近
学习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
难？就连班里的同学都不敢和我
放开玩了，看我时都像在可怜

我。”被老师和同学过度关注，反
倒让晓希觉得不自在。

而上了初中，晓希又遇到了
截然相反的对待。她性格比较孤
僻，一直独来独往，几门学科的成
绩偶有下滑。

“我听到一位任课老师和别
的老师议论我，说父母离婚的孩
子性情奇怪，不好相处。”从那之
后，晓希变得敏感多疑，要是班里
同学多看她一眼或凑在一起笑，
她就忍不住觉得是在嘲笑她。

“其实，我早就接受了爸妈离
异这个事实。但其他人会认为离

异家庭的孩子很可怜，需要特别
照顾，或容易成为‘问题少年’。”
晓希说，这会让她觉得，自己受到
的任何评价和关照都不是真实
的，因为家庭变故，人们在面对她
时都戴上了“有色眼镜”。“我不想
让谁可怜我，那样很没有意思，也
不想让别人看轻我。”

晓希处处要强，大学毕业工
作了两年后，又去考了研究生。
说起恋爱婚姻，她目光坚定：“希
望能找到一个把我独立客观地看
待的人，而不是张嘴就问‘你家里
情况怎么样’。”

香香姐有话说●

“
前不久，在一档相亲节

目中发生了这样一幕。一
位男嘉宾刚上台，就凭借俊
朗的外形引来了台下另外
几组家庭的注目和示好。

随后，这位男嘉宾的表现也让多方父母非常满
意。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选择环节的时候，
他对其中一个女孩说道：“对不起，我不想和来
自单亲家庭的人结婚。”这番回绝引起一片哗
然⋯⋯

事实上，纵观我们身边，很多人对和来自
离异家庭的另一半交往是有顾虑的。记者通
过采访，发现许多家长一听到“离异家庭”就心
生抵触，他们疑虑，子女和对方继续恋爱、走入
婚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或风险”。而对于贴
着“离异家庭”标签的适婚男女们而言，婚恋道
路上，偏见和误解还真不少。

“父母离婚不会影响我的性格，但我理解别人的质疑”

□记者 马忆玲

最近，记者也收到了一则这
样的留言：“我和女朋友谈了三
年，到今年两个人工作都走上正
轨，想和她步入婚姻，没想到在见
父母这一关掰了。就因为我是离
异家庭出身，她父母说什么也不
同意我们在一起。”

来 信 的 小 伙 子 叫 阿 泽（化
名），今年 26 岁，从事保险相关的
工作。父母是在他中考完那年离
婚的，后来他才知道父母的婚姻
其实早就名存实亡了，而且爸爸
很快就另组了家庭。

阿泽说，父母离婚这件事对
他是有心理阴影的。就算是表面

上看来，他与正常人无异，可是只
有他自己知道，从那以后，他对婚
姻有了恐惧。他也渴望结婚，有
人与之相伴。但是，他又怕自己
没有能力经营好一个家庭。所
以，他不敢去碰触爱情，直到遇见
现在的女友。

随后，记者采访了阿泽的女
友，她道出了父母的心声。“主要
还是因为他和他妈妈的关系。”女
方家长觉得，阿泽一直跟着妈妈
长大，妈妈也一直没有再嫁，这样
很容易把儿子当作自己的全部。

“他们担心我嫁过去后和婆
婆相处不好，而且阿泽说过将来

一定要住在一起。他们也怕阿泽
会重蹈他爸的老路，因为父亲对
于男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性别典
范。”女友显得很无奈，既放不下
这段感情，又不敢反抗家中长辈。

对此，阿泽有些不服气。他
表示可以理解老一辈对离异家庭
有意见，但依旧很难接受对方家
长将其“一棍子打死”。“三年的感
情，我们足够了解彼此。难道就
因为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就没资
格做她的丈夫了吗？父母离婚，
我是真正的受害者，其实我比谁
都更珍视婚姻。”

“我比谁都珍视婚姻，父母离婚，我是受害者”

父母离异的我们，
也可以成为负责任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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