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网婚”成时尚 大人“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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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建立在网络上的虚拟婚姻“网婚”如今正成为一种新游戏，在青年

人中流行。8月16日下午3时，新郎“柏拉图的永恒”和新娘“愿一生痴恋你”准时出现在“一心一意”

厅的喜筵上。道道大菜端上，有人放鞭炮，有人送礼金，还时不时有祝福的话语呈上。一切似乎与普通

婚宴无异，不过这都是虚拟的——所有参与者只是同时登陆网站，动动鼠标键盘，完成上述程序。每天

花大量时间上网聊天，过恩爱夫妻生活，“网婚”对现实婚姻的影响引发了网友们持续不断的争议。赞

同者认为游戏不过是虚拟的情感交流方式，在生活压力巨大的当下，未尝不是个发泄的好出口。反对者

则举例因沉迷“网婚”而影响现实婚姻的多个案例，认为“网婚”一旦满足了情感诉求，发展下去就可

能危害现实婚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两性问题专家孙中兴表示，单从游戏角度看，“网婚”只是

一个工具，并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参加网婚的大部分是未婚者，‘网婚’游戏为他们提供了结识新人

的机会。如果是现实婚姻有问题的已婚者，即便不沉迷‘网婚’游戏，也会找到其他逃避的途径。”孙

中兴教授担忧的却是“网婚”游戏者的低龄化问题。没有确切的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青年网民参加了

“网婚”游戏，但两个数据可以反映这个游戏在青年人中的风行程度。2004年，有媒体调查数据称，国

内参加“网婚”的网民约有10万人左右。而2005年，上海一家公司推出的“爱情公寓”创办仅一个月左

右，目前的入住用户已达到10万人左右。其中住户以20岁至25岁的女性居多，最小的16岁。“升学、就

业压力使部分青少年心理负荷过重，他们渴望逃避现实生活，并通过‘网络同居’来找到心灵伴侣，释

放情感，放松自己。”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寻求释放压力的空间，是青少年热衷

于“网络婚姻”的主要原因。孙中兴把“网络婚姻”归为“青少年不宜”。“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孩子

们，对感情对真伪的分辨能力都比较弱，很容易被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所欺骗。此外，青少年也容易将虚

拟网络的情况误认为是现实，一旦走入现实生活，他们就会因为巨大落差产生失望等不良情绪，并产生

伤害。这点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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