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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

了”的话题冲上热搜。相关话题下，

不少网友表示“因为亲戚太八卦”“没

有共同经历，更没有共同话题，聊不

到一起去”“因为假期太少了，每年

亲戚都走不过来”……“断亲”的背后，有观念的冲突，有亲情的复杂，也有青

年人的无奈。

“你来我往是亲戚”，出门走亲戚在老一辈人看来是大事，而且亲戚会越走

越亲。逢过年过节，小孩子总是会被自己的父母拍着肩膀敦促：“来，叫叔叔/

大伯/婶婶……”当真心发问过“对面的叔叔究竟和我是什么关系”的小孩长大

了以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发表的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

去何从》中提到：“断亲”行为确实呈现了年轻化特征。通过调查发放并回收的

1200 份有效样本显示，在中国，18 岁以下的人群中，有 63%的青少年与他们的

亲戚之间处于“几乎不联系”的状态；在 18-25 岁、26-30 岁的 90 后青年人群

体中，大多数人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消失的亲戚”已是常态。

传统观念里的“三十而立”往往是亲戚们的重要话题，随着“想当年”等开

场白展开的，是他们慷慨激昂的奋斗史。很多亲人希望年轻一代也按照他们的节

奏做事，按部就班地完成“人生目标”，裸辞、创业、晚婚都会被看作是“不妥”

“不合适”的选择。殊不知，随着社会发展，青年人有了更多元的想法，他们希

望有更包容、开放的人生图景。当冲突不可避免发生的时候，亲情也容易对年轻

人产生束缚作用，逃避“亲戚关系”也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谈及“断亲”原因，不少网友指出：“亲戚之间，常常是在互相攀比，让人

感到心很累。”类似言论或许有些偏激，但也赤裸裸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在没有

足够情感积淀的情况下，以亲情为名义的感情也往往掺杂了人性的复杂。当这份

亲情又被打上“只是关心你”“为了你好”等旗号时，就往往伴随着拉踩、说教、

贬低甚至训斥。也不怪青年人对这种充满了“爹味”的关系敬而远之。



地理距离带来的心理疏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前，老一辈的人更多生活

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社区中，彼此交流、来往的机会就更多一些。随着社

会流动性增强，不少年轻人都因上学、工作等原因外出，亲人间“四散各地”的

情况并不少见。“一年见一次”的亲人，碰面后往往只能停留在“尬聊”层面，

难以让话题深入下去。时间久了，亲情就很容易逐渐淡化了。

而且要看到，年轻人的生活里，充斥着诸多难以被亲戚们理解的压力。一些

亲戚往往会疑惑：年轻人有那么多的周末和假期，为什么就抽不出时间回趟家、

一起吃顿饭呢？可是代入青年的视角，也不难发现他们的无奈：有时周末要加班，

要不断回复工作群里派来的临时任务，还希望充电学习，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哪怕周末比较空闲，他们也希望拥有自己的社交和“放空”时间。特别是对在大

城市打拼的青年来说，“时常回家看看”，就显得有些奢侈。因此，有些时候，

亲戚关系逐渐淡化，也是因为年轻人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应该认识到，年轻人“不爱走亲戚”可能不只是因为年轻人的叛逆，还

有着更复杂的深层原因，对此还需抱有多一些理解和共情。毕竟，亲情的复苏不

该只依靠年轻人的逢迎，还需要双向的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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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走亲戚”了，你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2.你有哪些人生目标？这些目标现在都实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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