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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身群落》讲述的是：他们在婚姻的围城外游走，对伊甸园里的生活不以为然，他们藐视传统
，轻视风俗，披着神秘面纱的单身群落，是主流文化的挑战者？
婚姻生活模式的造反者？
揭示中国单身亚文化，分析当代单身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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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红兵：学者、作家，上海大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研究员。
1993年起从事文学研究、创作及翻译工作。
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出版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沙床》、《财道》、《未来军团（三部
曲）》、《大都会》，以及散文随笔集《葛红兵海外日记》、《街
边的主题》、《横眼竖看》、《直来直去》、《现在活着》等。
其长篇小说创作因“深入的剖解及批判意识”、  “代表了一代人的苦闷和彷
徨”而享有跨国界影晌，每一部都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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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痛并快乐着——我们的单身生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单身以及单身连带问题一直困扰
欧美的社会学研究者，英国学者哈迪在《情爱?结婚?离婚》一书中用重要篇幅研究了单身者家庭后认
为：单身已经成为欧美人一种不是婚姻的“婚姻”模式，选择单身的人数逐年增加，迄今为止这个数
字已经接近青壮年婚姻人口的50％。
统计表明，1965年至1975年，在欧美离婚率上升高峰期间，欧美离婚率10年增加了3倍，1996年美国单
身家庭占全美国家庭总数的42％，1996年全欧洲单身人数为估计超过6000万，1996年，美国夫妻离婚
对数是120万，是当年结婚夫妻对数240万的1／2。
　　以上数据似乎说明的只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单身问题，其实，单身现象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问
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非洲因为战争、艾滋病蔓延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造成了数以千万的单身家庭，而在亚洲，单身者家庭
也在急剧增长。
单身现象已发展成为一股世界潮流，来势迅猛，已经造成了对整个社会生态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过去，我们认为单身是欧美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认为中国单身者的生活方式只是极少数人的选择，
或者只是人们从青年到成年的一个过渡性阶段，所以整个社会并没有将之当成一个需要重视的现象加
以研究。
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在这方面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我们对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中的孩子的教育感
到束手无策，我们对越来越多的单身者引发的社会行为系统的改变也处于盲视之中。
本章，我们将研究中国城市单身者的生存状况。
　　他们——那些单身者——和主流社会融合在一起。
表面看似乎没有独特之处，其实，他们和我们，生活态度和社会交往，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是有所不
同的，只有深入他们的生活，才可能发现这一点。
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娱乐和休闲，了解他们的兴趣和思想，了解他们的理想和追
求，一句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是我们这一章的写作目的。
　　第一节 做一个单身者好不好　　绝大多数准备结婚的人可能都没有想过“结婚好不好”的问题，
只是大家都结婚，似乎结婚就是天经地义的事，顺着这个惯性滑行，婚也就结了；而绝大多数的单身
者却一定想过单身好不好的问题。
开始调查的时候，我们设计“单身到底好不好”这一问题时，我们自己也感到困惑，在这个问题上到
底是单身者更有发言权还是已婚者更有发言权呢？
许多未婚的单身者并没有婚姻生活的经历，他们对婚姻生活的看法大多来源于想象，许多已婚者也同
样没有单身的经历，他们对于单身的看法也一样是来自于想象。
但是调查中我们发现，已婚者大多倾向于将单身者的生活浪漫化，将之想象得出乎意料地美好，而单
身者大多倾向于将婚姻生活妖魔化，将之想象得特别黯淡。
就此，我们认为上述两种人在此一问题上都没有充分的发言权，所以，我们也选择了有过婚姻生活经
历的单身者来研究他们的观点。
这些人，既有婚姻生活的真切体验，又有单身生活的具体感受，他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会有
更为真实的内容。
当然对于这部分调查对象，这里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因素，他们大多数是在婚姻生活中经历了
失败而选择单身，他们对婚姻生活的看法可能更为悲观，充满了个人经历带来的偏见。
不管怎样我们尽可能让这个问题的回答在读者的眼里显得稍稍的客观一些。
　　一、居所——我想有一个家　　贾文丽，女，50岁，未婚，上海人，医务工作者。
　　本来我是有房子住的，家里住房比较宽裕，旧房子改造的时候给我单独留了一间，地点很好，离
市区中心很近。
我没有再结婚的原因就是人们说的挑得太多了吧，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我很年轻的时候，家里成分
不好，我是不容易找到好的对象的，我也不愿意将就着找一个，后来年纪大了这事也就耽搁了。
父母亲头些年还总是挂在嘴边埋怨，后来也懒得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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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单独的小房我只是去睡睡觉，平常总是和父母在一起。
父母年纪老了，希望身边有个人照料，而我也不习惯一个人单独点火做饭，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地这么
过着，外人眼里好像是和老人相依为命的样子，其实就是害怕孤独罢了。
看着自己的同学和朋友结婚生孩子，孩子大了读书上中学上大学，觉得他们真是够累的，但是也觉得
他们累得有乐趣。
上班还好，有同事在一起谈谈天，一个白天一下子就混过去了。
可是到了晚上，安置老人睡下了之后，一个人穿街过巷地往自己那一间小屋子里走，心里觉得好孤独
。
真是不想回到那里去，觉得屋子里冷清清的。
老了之后，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当然是些老头子。
看了好些都看不上，有人说我都这岁数了，还挑剔什么？
可是我都这岁数了，一生也这么过去了，难道我还马虎着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有些年纪大的男人听说我有一间小房子，地段又好，马上来了兴趣。
因为他们原来的住房都让给儿子结婚了，媳妇就是很嫌弃家里有个老爸爸，变着法子往外赶。
于是他们觉得找上我这个有房子的女人真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我才不上这个当，我这一生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么一间小房子，难道现在我还会拿这间房子去换一个
将要死的老头子？
我才不会干。
　　张普凡，38岁，吉林，记者。
　　我父母是个不大不小的官，房子早给准备好了，我们就是在那房子里结婚的。
不过她离婚出国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结婚。
后来单位分房，我又分了一套，当然也可以说是买。
现在更方便了，平时上班下班住自己的那一套新房，周末回家住父母那边，两边都宽敞。
据我所知，武汉最近几年，凡是有个好单位的不愁没房子住，比前十年强多了。
当然如果单位不好，例如，街道民办单位，基层工厂什么的就差多了。
我有个同学工作分在工厂，分房子时单位要的钱不多，只要6万就可以入住新厉，可是他拿不出来，
因为工资低呀，一个月才三百来块，有吃的就没有喝的，管个屁用，还想买房子？
想起来就为他觉得不值，都是一样的人，人家干活也没少出力，可是因为没有撞着一个好单位这一生
就这么算是玩完了。
你问我想不想再结一次婚？
你认为有这么好的住房条件就是没有个老婆是不是觉得有些可惜？
哪儿的话，房子跟老婆不是一回事。
房子是死的，老婆是活的，例如，我那个前妻一出国就像放出了笼子的鸟儿，一下子飞得没有了踪影
。
所以我是不会再去结婚的。
特别是我们做记者的，什么样的事没有看到过，尤其是采写那些市井新闻，婚姻家庭引发的暴力越来
越多，相互杀起来跟血海深仇似的，还能叫是夫妻？
我现在很好，有女孩喜欢我追我，玩玩可以但绝不深交，我有我的戒律，就是凡事先得讲好是两相情
愿，没有什么磨磨蹭蹭拉拉扯扯的。
我的住所虽然宽敞，但是我想一个人住，我不愿意让一个女人进来之后倒转来管住我。
女人天生会这一套，先是妩媚动人娇柔无依，后来就阴盛阳衰反客为主。
可能我这一生是不会结婚的了：一个人过很洒脱。
有人说：“人家一家老小几代还没你一个人住的房子宽敞，你真是糟蹋了这套大房子。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人天生就顾着家庭，好像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就不配过生活似的。
人家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个人住那么一+大幢房子，有花园有游泳池的，人家过得蛮好，劳动挣的，谁
也管不着，没有谁会觉得他们住着糟蹋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行？
有的人到现在还叫嚷说什么让人们在生活上向低标准的人看齐（雷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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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什么时候了？
还低标准呢。
人往高处走，都往下看齐，社会还能进步？
　　安东，35岁，北京，软件工程师。
　　来北京五六年了，自称“北漂”，别人叫我们高级打工者。
从来就没有家的感觉，在京城没有家的感觉，春节回老家也一样没有家的感觉。
在这儿合租住房，用去一月工资的1／5，独立睡房，但是早上上班前三个合租者得抢一个卫生间，为
了上班不迟到只好早早起床，晚上下　　班后经常加班，每天累得半死，人都说老板欲累死员工而后
快。
回到老家，父母单位分的那几间房，哥嫂侄儿一大堆挤着过，每次回家都得在客厅打地铺，年没过完
就颠颠儿地往北京跑，家里人还以为这儿像天堂呢。
　　不敢找女友，起码的生存条件都还没有，哪里有能力养活一个家。
当然想在北京买房子啦，难道老了还会回家乡的小城去？
但是都知道，北京房价是天价，即使是贷款，天啦！
20年看还不还得完。
身边的朋友劝说，让我赶紧找一个和我一样浪迹京城的女友，两人合伙还贷总比一人欠贷强。
我想这到底是找老婆还是找买房伙伴？
房子和老婆搅在一起这事儿很麻烦，搞不好两样都没找对，那样可就惨了。
　　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所以到今天还在看房不买房。
等等吧。
一是等房价再往下调，二是等是否能碰上一个合意的女孩。
房子最终我是要买的，但是，老婆娶不娶就不一定了。
没有房子实在难熬，没有老婆是可以过的。
你看，我都老大不小了，前几十年都过了，后几十年照样能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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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
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
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
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才形成一个世界。
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以使一个人的心理感到充实。
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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