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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老年女性“走婚”现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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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年女性“走婚”是指老年女性不与男方 领 取 结 婚 证 的 非 法 定 生 活 方 式，这 种 生 活 方 式 受 性 别 和 城 乡

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基于财产分配、社会关系、身体条 件 以 及 情 感 因 素 等 方 面 的 考 虑 而 出 现，对 老 年 女 性 的 影 响 和

伤害较大。建议加强丧偶女性的生活保障，加强老年人心理辅导，加强法律建设和执行，以切实保障老年人婚姻的

稳定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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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婚”一词来源于云南和四川的摩梭人，是一

种男不娶女不嫁的习俗。这种习俗中的男女过着夜

合晨离的婚姻生活，双方的财产归各自的原生家庭

所有，并不受这种亲密关系的影响。时至今日，一种

变相的“走婚”现象已经悄然来到了一些普通老年人

生活中，一些丧偶或是离异的老年人，过着另一种意

义上的“走婚”生活，这种关系中交织着社会的、经济

的、心理的、生理的多重诱因和矛盾。本文从河北老

年女性的视角，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

问题的途径。
一、河北老年女性“走婚”状况

（一）老年女性“走婚”现状

老年女性“走婚”是指老年女性不与男方领取结

婚证的非法定婚姻方式，双方或是长期同居，相互照

顾，或是各自住在原有住房，只是偶尔同居，一旦关

系破裂，一切联系自动解除，双方无权主张任何财产

分配方面的权利。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丧偶者数量持

续增长，２０１０年 全 国 第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显 示，我

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丧偶的老人达４７４７．９２
万，占 ２６．８９％；未 婚 老 人 为 ３１３．６８ 万 人，占

１．７８％；而 离 婚 的 老 人１３８．０８万，占０．７８％，与

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我国 丧 偶 老 人 的 比

例虽然有所 下 降，但 丧 偶 老 人 的 数 量 却 显 著 增 长，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０年十年间增加了８６２．３４万，未婚老人

比例从１．６６％上 升 到１．７８％，离 婚 比 例 从０．６６％
上升到０．７８％，未 婚 老 年 人 比 例 自１９９０年 以 来 持

续升高已成为老年人婚姻的突出特点［１］。无配偶老

人群体数量的增加，使得老年人安度晚年成为突出

的社会问题。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补助，或是依靠

社会力量办养老院都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在经济

上、心理上处于弱势的老年女性，“走婚”这种隐性的

婚姻方式就成为她们的一种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因

性别和城乡差异而不同。

１．性别差异

女性寿命平均比男性长，老年女性丧偶的概率

比男性要 高。以２０１０年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为 例，２０１０
年我国男性老年人中未婚的占３．２６％、有配偶的占

７９．４６％、丧偶的占１６．３％、离 婚 的 占０．９８％，而 女

性老年人未婚、有配偶、丧偶、离婚者的比例分别为

０．３７％，６２．０８％，３６．９６％，０．６０％［２］。男 性 有 配 偶

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丧偶比例远低于女性，但男性

未婚和离婚的比例均高于女性。
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女性老年人无偶的比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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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增长上升幅度更大，到高龄的差异更加显著，到

７５岁时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女性丧失配偶，而男性则

延 迟 至 ８５ 岁 左 右 丧 偶 者 的 比 例 才 接 近 半 数

（４８．０１％）［２］。就未婚和离婚而言，男性老人几乎在

每个年龄段的未婚和离婚比例都高于女性老人。
女性寿命长且可供选择的男性数量相对少，使

得无偶老年女性在对于寻觅配偶的需求相对更强、
难度更大，过于计较领证取得合法权利就有可能错

失机会的情况下，就只能降低门槛，接受无证婚姻。

２．城乡差异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老年人越来越重视

晚年生活的质量，离婚比例有所升高。２０１０年全国

普查数据表 明，离 婚 老 年 人 口 的 比 例，城 市 高 于 乡

镇、乡 镇 高 于 农 村，比 例 分 别 为１．１４％，０．７２％，

０．６４％。与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相比，老年人的离婚率

除城镇保持不变外，在城市和乡村中均有所上升，特
别是城市中尤为明显［２］。老年人再婚的需 求 增 加，
离异的老年人为了不引起家庭矛盾和财产纠纷，既

能够享受到婚姻关系带来的抚慰，又能够避免增加

烦恼，“走婚”就成了他们的选择。
（二）“走婚”给老年女性带来的伤害

不受法律 保 护 的 婚 姻 是 没 有 保 障 的。我 国 已

经取消了对“事实婚姻”的认定，而以“非法同居”取

而代之，老 年 人 非 婚 同 居 本 来 就 是“半 路 夫 妻”，性

格、生活习惯、消费观念、价值理念、社会关系等方面

的差异带来的阻碍本就较年轻人多，一旦再被冠以

“非法同居”，心理上都会蒙上“名不正言不顺”的阴

影，维系起来更加艰难。这种心理上的不稳定，表现

在行为上，会催生一些老年人为获得心理安全感在

同居期间极力想要占有对方钱财的行为，从而使得

这种本就脆弱的关系被打上功利的标签，更加为子

女、亲属所不容。
相对而言，这种婚姻关系的不稳定，给老年女性

带来的伤害更大。大多数老年女性经济状况较男性

差，在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中，本就处于劣势的老年女

性更加缺少发言权，一旦双方关系破裂，老年女性所

承受的社会压力更大，因此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身

体上对老年女性的伤害都更大。
其中，老年女性经受的“冷暴力”比较突出。以

双方子女为主的社会关系对这种“走婚”关系的不认

同，虽然不表现为摧残肉体的直接暴力行为，但是通

过言语攻击、暗示威胁、经济控制等方式，间接使得

对方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令人伤心的是，老年

男性面对亲友的压力，往往采取退缩的姿态，难以实

现“相互扶持、互相照顾”的初衷，终会由于矛盾重重

使感情归于冷漠。

二、河北老年女性“走婚”现象存在的原因

老年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阻碍，婚

姻稳定性差，有些领了结婚证的老年人的婚姻质量

也不高，因此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面临再婚选择时，就
宁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选择“走婚”，这种选择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财产分配的影响

老年女性在失去配偶时，往往不仅失去了亲人，

还失去了经济来源，因此在考虑再婚时，大多考虑经

济方面的因素，但是由于经济地位较高的一方（往往

是男方）在面对再婚问题时，往往顾虑婚姻破裂后或

是离世后财产归属问题，因此不愿意与女性领取正

式证书，女性在“领证就是一张纸，领不领证都一样”

的劝说下，不得不屈从于男方无证婚姻的要求。

（二）社会关系的阻碍

老 年 人 再 婚 的 最 大 阻 碍 往 往 是 其 已 成 年 的 子

女。这些子女或是由于对其去世亲人的深厚感情，

或是由于对遗产归属问题的担忧，或是由于不愿意

多承担赡养义务，或是由于无法向社会解释和面对

新的家庭关系，或是担心父母再婚后无人照看自己

的子女等原因，不支持父母的再婚请求。而老年人

最担心的就是与子女关系恶化，因此往往会屈从于

子女的意愿而选择“走婚”。

（三）身体条件的限制

在老年人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年龄大多小于男

性，老年女性往往担忧，这第二次婚姻，要么以对方

再次先于自己去世而告终，要么就沦为照顾对方到

去世为止的“免费护工”，因此，老年女性自己也抗拒

与对方建立正式的法律意义上有相互赡养义务的关

系，而选择暂时抱团取暖、相互抚慰的“走婚”。与此

相对，大部分老年丧偶女性更倾向于与子女共同生

活，帮自己的子女照顾孙子女，因此留在自己的或是

子女的家中居住，只是偶尔与男方相互抚慰，这样更

符合老年女性的诉求。

（四）情感因素的制约

老年女性在面对新的婚姻关系时，由于生活习

惯、价值观或是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往往不能够全

情投入，全盘接纳对方，因此在心理上存在距离感，

这种距离感使得老年人的婚姻缺乏沟通，或是出现

“冷暴力”，而“走婚”可以保持各自的生活圈不被打

扰，降低接受对方生活习惯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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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老年人婚姻关系的建议

婚姻生活对于老年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社会

学家的研究表明，和谐的婚姻关系可以使得老年人

身体更健康、心情更愉悦，能够降低患与心理失衡相

关的疾 病 的 概 率，如 高 血 压、冠 心 病、脑 卒 中、胃 溃

疡、老年性抑郁症、恶性肿瘤等，使得中枢神经与机

体免疫力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延缓器官衰老。因此，
对老年人的婚姻给予支持，保障其合法权益，一定程

度上会有助于老年人生活幸福，增进社会和谐。
（一）切实保障老年丧偶女性的生活

老年女性在“走婚”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是由

经济地位低导致的。应当加大对老年丧偶女性的扶

助力度，既在经济上予以补助，还应当完善社区的生

活及医疗服务，使得老年女性不再被经济原因逼迫

而选择依附男性，而是出于情感因素，站在与男性平

等的地位上去考虑再婚的问题。

（二）加强老年人心理辅导

老龄社会的诸多问题对我们的社会体系是一个

考验，对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要予以关注，对于老

年人的心理要给予了解与疏导。有些老年人选择再

婚常常不是 由 于 生 理 需 求，而 仅 仅 出 于 找 人“说 说

话”的动机，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专门给老年人

提供的交流场所建设的并不多，交流的活动组织的

不够。应当加强社会工作的力度，增强老年人心理

的疏导、引导 工 作，组 织 老 年 人 参 与 有 益 有 趣 的 活

动，多开展免费的宣传教育活动等。
（三）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

法律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年龄段都应

该运用法律武器，保障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应该出

台一些保障老年人婚姻权益的法律，比如，婚前财产

登记或是婚前协议等项目，使得老年人的婚姻能够

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真诚。

参考文献：
［１］　孙鹃娟．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 变 化 趋 势：基 于 第 六 次 人 口

普查数据的分析［Ｊ］．人口学刊，２０１５（４）：７７－８５．
［２］　中国知网．中 国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数 据 库［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７－０２］．ｈｔｔｐ：／／ｔｏｎｇｊｉ．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ｎｓ５５／Ｎａｖｉ／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ａｓｐｘ？ｉｄ＝Ｎ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３６＆ｆｌｏｏｒ＝１．

责任编辑：张文革

Ｓｅｎｉ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ｓｅｓｅ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ｆｅｎａ，　Ｗ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ｂ

（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ｅｂｅｉ　Ｗｏｍｅｎ＇ｓ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ｂｅｉ　０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ｎｉ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ｍａ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ｎｏｎ－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
ｃ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ｉｏｒ　ｍｅｎ，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ｊ－
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ｅｘ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ｙ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ｎｉｏｒ　ｗｏｍｅｎ；ｔｉｓ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