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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日，一条“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的词条在网络上引发不少年轻人的共鸣，纷纷表达自己“断

亲”的经历。“断亲”属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而衍生出的产物，其对社会关系和个体心理都有影响。

处于“断亲”过程中的个体因受到了来自社会流动、家庭功能变迁、社会分层、数字化的影响而主动或

被动地选择了“断亲”，而“断亲”之后也产生出矛盾的心理，在后悔与追求自由之间反复徘徊，因此

本文在尝试回答“断亲”的缘由以外，也对“断亲”个体的心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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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a phrase “why this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started to break off relatives” has trig-
gered the resonance of many young people on the Internet, who have expressed their own expe-
rience of “breaking off relatives”. The “breaking off of relatives” is a product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which has an impact on both social relations and individual psy-
chology.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off relatives” choose to do so actively or passive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obility, changes in family function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dig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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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ation, and “breaking off relatives” also gives rise to contradictions. After “breaking off relatives”, 
they also have ambivalent psychology, torn between regret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e reasons for “breaking off relatives” and also analyze th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ls who “break off rel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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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断亲”所带来的词条热议中，不愿意走亲访友，不喜欢和其他亲人交往，不敢回家过年，这些

都是这一代年轻人的通病，而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更喜欢一种可以自由走亲访友的方式。而长辈却觉得

年轻一代已背离了传统儒家和孝道观念。实际上，传统的亲情观正经历着两代人的思想碰撞。对于处在

元世代的青年来说，亲戚的灵魂三问和潜在的攀比心确实给心理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一些不必要的社交

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社交成本，因而便造成如今亲缘关系的逐渐淡化和疏远。中国有句古话，“一代亲，

二代表，三代四代就拉到”，客观地反映出当今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弱化”现象。通过从传统社会

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家庭的大小在不断地减少，关系网络从初级关系转变为次级，

这促使人们逐步地改变过去的亲属结构。加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带来的家庭少子化也加剧的传统社会中

亲戚关系的淡化，由此便出现了“三代拉到”的新型关系。因此胡小武将“断亲”定义为懒于、疏于、

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

绝亲戚关系(胡小武，2022)。虽然目前的断亲群体中青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根据实地调查，也发现 70
代、80 代群体中也存在断亲现象，因此本文在分析造成断亲的因素之外，也对断亲中的不同群体进行访

谈，以了解他们的“断亲”经历和心理过程。 

2. 思想碰撞：传统与现代之思 

2.1. 何为亲属：关系的联结 

亲戚是一种基于血缘联结的社会关系。在人类学中，亲戚关系的形成需要血缘和姻亲事实缔结而成，

正如郭于华的定义：“亲属关系相较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而存在，它包括由生育带

来的血亲群体和由婚配带来的姻亲群体”(郭于华，1994)。也就是说，只要存在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便

可以称之为亲戚。这种定义不同于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到的“亲属关系将房屋当作它的场所，

仿佛房屋就是它的身体，亲属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地占有并享受着好东西”(滕尼斯，1999)。
“同一个屋檐下”的亲属不要求血缘、地缘和婚姻关系，只要生活在一起即可。另一位人类学家萨林斯

则对于亲属关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之争进行解释，认为亲属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而

是在实践中被社会和文化所建构起来的，因此他提出存在的相互性 (mutuality of being)网络，表明亲属之

间必须是相互依赖的，每一方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中，以己

为中心，投入石子所产生的波纹就意味着血缘和亲缘关系随着推移而逐层疏远(费孝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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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属关系的不同定义，滕尼斯的定义太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当下的社会现实，萨林斯“存在的相

互性”外延又太宽，只要参与和分享了对方的存在就是亲属，无法区分亲属关系与其他社会联系，也无

法确定个体在亲属团体内的身份(刘倩，2017)。根据中国学者对亲属关系的定义，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

血缘和地缘关系是至高重要的，人们的人际互动和关系也根据此进行衡量和选择。 

2.2. 关系式微：断亲的开始 

“断亲”意指个体与个体、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弱化，进一步延伸为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和替代。家庭结构包括以父母和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和具有血缘联系的几代人所组成的扩大家庭。在农

业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主要以扩大家庭为主，血缘和地缘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扩大家庭十分强调家族

之间的联系和个体的荣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有了血缘的联系，并将个人的成

就与家族进行连接，因此攀关系和讲人情便成为家族中的必修课。但即使传统农业社会注重亲缘关系，

但依然有“亲不过三代”的古话，老一代人因为有着共同的奋斗和吃苦经历常常聚在一起，但到了第三

代，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以维护彼此的亲情关系和儒家孝道传统。这其中的变化自然

有中国人刻进骨子里的亲情观和血缘观在作用。但进入了现代社会，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催生

出核心家庭数量的急剧增加，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都在直线式地缩小；市场化也逐渐侵袭日常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包括流动和迁移以及生活组织的科层化。外部风险也由以往扩大家庭中家族共同抵抗的方式

转化为更加依赖制度来解决。因此传统文化中亲缘关系的结构不断被现代力量所形塑，“断亲”也成为

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是需要指出断亲并不意味着斩断现存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可以弱化，也可以在实践中被建构。

这不等同于格陵兰岛人决绝的断亲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断亲”更多是以温和而有目的性的方式进行，

“断亲”可以从家庭近代化的角度来解读，即个人在其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对血缘关系的选择。“工业

化下不断萌芽的个人主义，催生出“关系更多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的价值观念”(陈友华，宗昊，2023)。
“具体来说，传统亲属关系出现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即表现为注重经济利益”(谭同学，2009)。“核心家

庭内部情感性交换可能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核心家庭之外，则由工具性、利益性主导”(狄金华，郑丹丹，

2016)。这个解释表明个体理性化的增加，用社会交换论和社会资本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也可以窥见其断亲

的合理性。因此本文所指的“断亲”是“断掉的是那些非主观选择的、一年都未必能见一次面的仅有血

缘关系的亲戚；亲近的是在经济与情感上都能带来慰藉的家人，在这样良性的亲属关系维系中，双方都

能得到经济属性与情感属性的“报酬”(陈友华，宗昊，2023)。需要注意在断亲的过程中，传统的家族主

义虽向个体化转变，但是去个体化并不等于完全摈弃传统的亲情观，而是个体在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考

量现有的人际关系，现代化发展中带来了各种业缘、趣缘等次级群体的出现，个体对于社会关系的选择

则会更加依赖空间的长程性和时间的时效性来衡量交往的必要性。 

3. 断亲之因：结构还是个人 

本研究通过对访谈对象的表述来获得对“断亲”现象的解释性理解。访谈了 8 位处于“断亲”过程

中的人员，年龄从 20 岁至 50 岁不等。访谈问题主要集中于：第一，目前是否存在“断亲”行为，是什

么原因导致“断亲”的出现；第二，“断亲”的对象主要是哪些？第三，选择“断亲”是无奈之举还是

主动选择；第四，对于“断亲”，主观感受如何。具体问题需根据实际变动。此外，对于“断亲”现象

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因此有关“断亲”的原因还没有学术上的支撑。本文主要从亲属关系的视角出发，

联系当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社会阶层、数字化等方面，结合访谈内容，进行系统研

究分析，以全面理解“断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个体心理过程。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501


颜映雪，刘郁 
 

 

DOI: 10.12677/ap.2023.139501 3983 心理学进展 
 

3.1. 流动和迁移的无奈之举 

目前社会正经历了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根据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和社会团结的定义，

现处于高度社会化分工和机械团结的时期，人们的生活也从封闭走向开放，根据国家社会调查，每年农

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都在逐年增加，这就致使了以往传统社会中所强调的宗亲互助理念逐渐崩坏，乡土

社会里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也不断被现代化力量所分解。城市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比农村更为丰富的就业机

会和发展空间，也在不断累积资源从而造成规模效应，“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向城市、大城市迁徙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理性选择”(陈友华，2016)。但是因为流动而造成的“断亲”多是无奈之举，个体常常会感

到亏欠与后悔。 

小 F。“我生长在农村，读书在外地，后来工作也去了更远的地方，因为就业前景好嘛，所以现在回家都是好

几年才回去一次，和父母的关系倒是还好，但是和我的那几个兄弟姐妹就已经很少联系了，我知道他们对我不满意，

会抱怨我，所以我有时会感到很愧疚”。 

同样，访谈对象小 J 也表达出自己是因为大城市就业机会才选择了外地，现在也很少回家，自己会

犹豫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城市化在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空间上的距离，更是增加了人们的心理距

离。亲属很少见面，又怎能说关系亲密呢？ 

3.2. 分层和差异的心理隔阂 

“断亲”的出现除了流动带来的空间距离以外，亲属之间的不同价值理念也在拉远人们的心理距离，

我们称之为“代沟”，一般意义所理解的代沟都是指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代际冲突，但事实不仅如此，还

包括“代内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一套的生活经历和价值体系，因而也会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而

具有不同价值理念的人们相处起来会非常不适，这并不是指阶层歧视或是学历歧视，而是因为不同阶层

的人们对待事物的方式和关注点都会有差异。比如每到亲戚聚会，长辈都会关注学业、婚姻、工作等话

题，而这些都是晚辈不愿意去谈及的问题。 

小 X。“我有时候很害怕亲戚聚在一起，因为他们都会很关注我的工作问题，总是在说读研究生也要赶紧找工

作，现在找工作怎么样，我真的很讨厌说这些，心里会很烦躁不愿意同他们交流”。 

除此之外，同辈群体中也会出现“代内沟”，“其实我家里面兄弟姐妹很多的，年龄差不了几岁，

但是我每次面对他们，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像都是在唠家常，我知道大家都很好，但是谈不来，可能是

很久不见有点尴尬吧”。在分层和价值观的差异下，不同代人之间有代沟，而同代人之间也有“代内沟”，

长此以往彼此之间的亲密感也会逐渐降低。 

3.3. 市场和内卷压力的疲惫感 

在传统社会中，生产力和工具比较有限，家庭的生存必须靠大家族的庇护和亲属之间的相互依赖，

因此宗亲互助占据重要位置。伴随着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到来，家庭的总体实力逐步上升，温饱解决

并进入了小康阶段，这种经济上的独立促使家庭结构发生转变，家庭之间的依赖和共存感也不再紧密。

另外，市场化也带来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人们在遭遇重大风险时例如失业、疾病时不再寻求

大家族的保护，转而向社会保障制度寻求帮助。意味着人们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性在逐步降低，对

制度的依赖反而增加，这也只是亲属关系的不断弱化的一个方面。 
市场化在给予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稀缺和竞争的环境。熊彼特的竞争型国家已清楚指明了社

会的内卷化。家长主义和教育竞争不断发酵，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心理逐渐麻木，面对内卷和生活压

力，为了自己更舒适的生活人们不得不放弃不必要的社交，减少自己的社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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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S。“现在哪有时间社交哦，我要照顾孩子的学业啊，还要忙工作，每天都很累，因此和一些亲戚就不会来

往了，反正也见不了面，过好自己小家庭才是重要的”。 

小 Q“我现在工作成家了，还有小孩，生活压力挺大的，没办法兼顾所有事，就只能先过好自己的家”。 

3.4. 数字化和趣缘网的心理满足 

个体需要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面对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亲属和邻里关系弱化的情况，数

字时代的出现以及各种以兴趣爱好、工作等组成的趣缘和业缘群体就成为了个体组建社交关系网的不二

选择。社群网络的建立摆脱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构建起了随时随地都可联系的社交平台，人们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组建小组或群体，并且可以随时退出，例如微博超话和豆瓣小组。这种以趣缘为核心的

社交网络在提升个体社交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理念，不少访谈对象认

为网络上进行社交会感觉自己更加自由，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束缚。另外线上交友的合理性还体现在它满

足和实现了社交恐惧症个体的交友和情感需求。 

小 L。“我比较社恐，在网上聊天我觉得自己可以放得开，不会管别人说我什么，我还可以找到理解我的人”。 

小 W。“我很喜欢磕 cp，因此常常混迹在各大网站上的 cp 超话和小组中，这可以获得很多我喜欢的明星消息，

我很喜欢这样，这满足了我的兴趣爱好”。 

由数字化所建立起来的社交关系网络，无疑对现存的亲缘关系网造成影响，甚至压缩它的生存空间。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娱乐方式都是在家玩游戏、聊天、追剧等，这种人与网的互动方式已彻底改变了传统

人与人的互动方式，也包括走亲戚。 

4. 身处断亲：个体心理历程 

现代社会中的“断亲”形式比较多样，有代际视角也有性别视角。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断亲”，

都是个人基于理性的考量下所作出的选择。需要理解“断亲”中的断的情形，断的是联系和来往，无法

断绝的是彼此的血缘联系，而“断亲”所带来的感受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一方觉得“断亲”违背

了传统亲情观，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但又感到无奈的矛盾心理；一方又认为“断亲”是体现社交自由的

方式，是解放自己找回自我。因此要深刻理解“断亲”所带来的影响，就必须需要回到个体的主观感受

中去分析。 

4.1. 断亲后的矛盾心理 

本研究所访谈的 8 位对象中，有 4 位表示自己是主动断亲，4 位是被动选择，基本持平。但在访谈

过程中发现，即使他们的结果都是断亲，在此过程中常常比较矛盾，一方面觉得断亲不过是正常现象，

但是又会感到后悔，想要修复这段关系。 

小 X。“我是主动选择断亲的，那些亲戚现在已经很少见面了，一见面总离不开学业这个话题，我感到很不舒

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不喜欢我，因为我学习不好，但是又很矛盾，有时会感到后悔，我在思考自己做得对不

对，毕竟是亲戚嘛，一家人，不应该这样”。 

小 F。“我是无奈之下选择的，工作在外地，平时基本上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兄弟姐妹们，感觉

很亏欠。并且现在我最小的弟弟和我还有矛盾，因为我们父亲的事，有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在他们的描述中，可以发现不管“断亲”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虽然只是没见面，亲缘关系也依

然存在，但是其带来的后果依然会对个体心理造成影响，这也反映出传统的亲情观其实并没有丧失其地

位，依然根植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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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断亲后的个体化自由 

处于“断亲”过程中的个体虽然会出现矛盾的心理，但是“断亲”一方面是在降低自己的社交成本。

毕竟回到中国的大背景中，依然是一个人情与面子社会，维护一段关系必须付出成本，以此来巩固自己

的社会资本。长此以往只会增加自己的“人情债”和心理压力，“断亲”的出现就是断掉那些没必要的

来往。 

小 J。“现在做什么哪样不需要花钱，孩子升学、结婚、生孩子、买房，这些都是需要用钱的，不用钱的话哪有

人理你，以后有什么事根本找不到关系的，但这样我又觉得太假了，每次都是假笑，明明都不是很熟悉，却还要求

人。所以我就思考吧那些没什么联系和帮助的就不联系了，别把自己活得太累了”。 

小 H。“我现在刚工作，最怕有人请酒席，工作就够累了，有时候那些摆酒席的人我都不熟，还浪费时间和钱，

所以我和家里面商量了，不需要我的就不来了，我不喜欢这些，即使最后一个人也没什么，很自由，舒服就行”。 

“断亲”是个体化发展的结果，选择“断亲”来减少自己的社交压力实现自由就表明个体化的不断

发展，但是个体化并不代表个人的自私，也不等同于个体化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灾难，个体的理性选择

并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只是在充实自身的同时也还会关心周围的人，“我是比较有同理心的，即使我

断亲了，但是我依然爱我身边的人，这没什么。”虽然在传统社会中，个体性被集体性所埋没，但是在

今天这样已经不合理了。 

5. 总结：断后的重联 

“断亲”中的断并不会彻底断干净，会在某些重要时间节点上出现重联，比如在子女的重要人生节

点上，大家依然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有学者用“伸缩性的弹簧”来形容“断亲”，认为“断亲”就像

拉开的弹簧一样，人们根据弹簧的远近来评判亲疏关系，选择来往和不来往的亲属，但是在某些重要节

日时大家又会像弹簧一样实现重叠，从而促使“断亲”后的重联。 
本文从亲属关系视角出发，分析了“断亲”的缘由以及“断亲”个体的心理感受，发现“断亲”并

不会割断亲属关系，但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行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交需求来进行选择，因此选择“断

亲”与否都是个人权利，与“断亲”相对的，则是个体社交网络结构的重构。个体根据自己的兴趣、职

业等因素，对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划分，就像是一个差序格局，根据波纹的远近来确定自己的社交范围，

它是一种可伸缩的弹簧被“断”了线的人，并不是说他们与家人之间就没有了任何的关联，只不过是在

个人的社交圈里，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远了一些。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差距，都会影响到他们所处的

社会环境。因为空间上的距离可以拉近，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却无法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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