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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單⾝社會》下的女性
王允姸 文  

根據內政部⼾政司〈⼈⼝數按年齡及婚姻狀況〉的統計，截⾄2018年底，單⾝女
性的⼈數為526.7萬，較⼗年前多了58.9萬⼈，且女性單⾝的⼈數較男性的漲幅
⾼，也讓⼤眾開始關注「單⾝女性」。

單⾝女性需要婚姻嗎？
⽇本研究單⾝⽣活者的權威荒川和久在《超單⾝社會》⼀書中提出：⽇本⼈結婚
觀念根深蒂固，⼀般認為「正常的⼈都會結婚」，因⽽造成「結不了婚」及「不
想結婚」者極⼤的困擾。傳統社會中成⻑的女性在既定觀念之下完成她們的必選
題：婚姻，但現在的單⾝女性不僅思想⾃主，在經濟⽅⾯更是獨立，婚姻對她們
來說不再是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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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單⾝⽣活者的權威荒川和久著書《超單⾝社會》，分析⽇本步入
單⾝化社會的現象。（圖片來源／王允姸攝）

荒川和久指出，為了緩和⽇本勞動⼒不⾜的問題，政府推廣婦女⾛出家庭、經濟
⾃主，⽽這使得原本經濟多依靠丈夫的⽇本婦女獲得經濟來源，有些甚⾄成功創
業或是成為企業⾼階主管，收入豐厚。對女性⽽⾔，「婚姻」不再是她們維持經
濟來源的⽅式；更對某些女性來說，婚姻甚⾄成為束縛。

杜雙燕在〈「單⾝」熱潮的社會學解析〉中提到，單⾝族呈現兩極分化，⼀為學
歷⾼、收入⾼、地位⾼，並且在思想和經濟⽅⾯皆屬於中上階層，此類型為主動
單⾝居多；另⼀類則為底層的困難⼈⼝，屬於被動單⾝。在台灣社會中，妻⼦的
經濟來源全依靠丈夫的情形沒有⽇本嚴重，並且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社會的發展，
女性受教育的年份延⻑、投入就業的時間也增多。在傳統及現代社會中，男性在
⼯作及家庭⽅⾯的普遍觀念並沒有落差太⼤，但女性卻產⽣較⼤的差異。因此我
們可以推估，女性的「主動單⾝」、「晚婚」與「不婚」，成為影響社會整體單
⾝⼈數的關鍵，也對於社會朝向不婚化發展產⽣重要影響⼒。

未婚者之外的單⾝女性
⼀般提及單⾝女性，我們總想到那些年輕、尚未成婚的女⼦。然⽽，實際上除了
未婚女性，「離異」及「喪偶」者也屬於單⾝的範疇，⽽且兩者出現的⾼峰期皆
為中老年時期，與⼤眾⼀般聯想到單⾝族群的年齡不⼤相同。

荒川和久提到，雖然⽇本⾼齡化問題嚴重，卻鮮少有⼈注重「⾼齡單⾝化」。普
遍來說，⼤部分的夫妻皆是男性較為年⻑，再加上女性的平均壽命較男性⻑，因
此65歲以上的⾼齡單⾝⼈⼝中，女性的數量幾乎為男性的2.5倍。⽽這也表⽰單⾝
女性即使結了婚、未經離異，再度恢復單⾝的可能性仍極⾼，「單⾝」對女性來
說，幾乎是必然的課題。

回到台灣，根據內政部數據顯⽰，截⾄2018年底，台灣的⾼齡單⾝女性⼈⼝⾼達
203.6萬⼈，⾼出⾼齡單⾝男性⼈⼝約95.2萬。由此可知，台灣單⾝女性在⾯臨單
⾝的問題上與⽇本⼤同⼩異。因此不論是政府、媒體、社會、或是我們⾃⾝在⾯
對「單⾝女性」的議題時，除了談及年輕單⾝女性增多可能⾯臨⼈⼝結構上的困
境外，更應該將⽬光觸及⾼齡單⾝女性所需⾯對的安養、照顧及⼼理層⾯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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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問題。

台灣2009⾄2018年間⾼齡單⾝男女⼈⼝數柱狀圖。（圖片來源／王允姸
製）

女性「單⾝」背負的罪名
單⾝女性⼀到適婚年齡，就經常被詢問與結婚相關的話題，⽽這不僅僅是他⼈多
管閒事，更可能是⼀種「騷擾」。荒川和久提出「單⾝騷擾」⼀詞，泛指對未婚
者和單⾝者的過度關切。⽇本相關的研究報告多針對女性進⾏問卷調查，⽽荒川
和久也曾針對單⾝女性進⾏採訪調查，部分結果顯⽰許多女性在職場中經常受到
單⾝騷擾，不僅會有⼀些觸及隱私的酸⾔酸語，更會將⼯作內容與「單⾝」結
合，指責她們因沒有孩⼦⽽不懂得如何教育下屬等，讓她們倍感壓⼒。

⽽除了在職場，此種騷擾也常⾒於家中⻑輩的「關⼼」，只要逢年過節，⽗⺟、
親戚等⼈就經常拿年齡相仿者相互比較，給予適婚年齡女性極⼤壓⼒。在韓國，
甚⾄有獨立書店和補習班推出「節⽇避難所」，讓單⾝男女和準備考試的年輕⼈
在連假期間，不僅有良好的環境可以讀書，更能夠躲避親戚的嘮叨。於教育學院
任職的⾦某在韓國亞洲經濟⽇報的採訪中嘆了⼝氣說：「我沒有⾃信接受⽗⺟對
於我結婚⽅⾯的壓迫，所以中秋連假不想回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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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獨立書店推出「節⽇避難所」。（圖片來源／王允姸重製）資料來
源：��� ���部落格

這麼多⼈「關切」單⾝，甚⾄達到了騷擾的地步，「單⾝」真的有那麼不好，需
要⼀直受到關⼼嗎？本刊進⾏問卷調查，並在總計323筆的有效資料中得出⼤眾
對於「單⾝」⼀詞的看法。有68.1％的⼈認為詞語「單⾝」本⾝是中立的，⽽覺
得「單⾝」偏向正⾯單詞者也有18％；然⽽，當問及社會中對單⾝者的態度時，
僅有29.1％認為社會對單⾝者沒有差別對待，⽽有⾼達56.4％的⼈覺得整體社會
對單⾝者不甚友善。

問卷結果圓餅圖。（圖片來源／王允姸製）

由上述統計結果可知，雖然「單⾝」被認定、並且確實為中立詞語，但⼤眾在看
待「單⾝者」時卻不是如此。舉以⾝邊隨處可⾒的例⼦，「單⾝者」⼀詞經常會
被負⾯的「單⾝狗」、「魯蛇」等詞代以形容，整體社會對單⾝者的態度由此可
⾒。⽽我們應該要省思的是，社會⼤眾這樣的認知是因整體社會受到根深蒂固的
傳統思想影響、媒體僅提供單⼀性的資訊、還是我們⾃⼰⼀直未能改變⾃⾝的偏
⾒，才沒能正視單⾝真正的意義和價值呢？

單⾝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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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意義和價值
荒川和久強調，對單⾝者⽽⾔，很重要的是培養獨立⽣存的能⼒。若能藉由興趣
和他⼈產⽣交集、建立關係，便能獲得獨立⽣存的⼒量來源。單⾝並不代表是孤
獨，⽽是在精神上獲得獨立，這才是單⾝的價值。

另外，對單⾝女性來說須注重的是「⾃我有能感」及「⾃我肯定感」。前者是在
學業或⼯作上的成就所帶來的⾃負和⾃信⼼；後者則代表是否喜歡⾃⼰。中國女
星俞⾶鴻現年48歲，⾄今未婚。她曾於2016年的節⽬中提及處於單⾝狀態的想
法：「單⾝或者是另⼀⾯，婚姻，我不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個特別困難的選擇，
我覺得哪個更舒適，我就處在哪個階段。」俞⾶鴻將注意⼒集中在⾃⼰⾝上、注
重⾃⼰的幸福感，⽽此番⾔論可視為女性在⾃我有能感及⾃我肯定感⽅⾯的展
現。

「單⾝」是⼤部分女性都必須⾯對的課題，單⾝化社會也是每個⼈都將經歷及⽣
存的環境。單⾝並不可怕、也不可恥，但是必須學習的是如何與它和平共處，並
活出⾃⼰最精彩、最有意義和價值的單⾝⼈⽣。

附註：文章中的問卷獲得323筆有效資料，由88％的20代年輕⼈填寫，男女性別
比為2：3。問卷結果僅供參考，不⼀定能代表整體社會情況。

      

 記者 王允姸

編輯 洪蜜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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