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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即将施行！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不结婚也可以生！”⋯⋯

1 月底，关于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

新闻链接不断被人抛到群内，有人感慨“这应该是

群内所有人的幸事”，也有人开始接龙发问“江苏

啥时候能蹲到？”“河南啥时候能等到？”⋯⋯

这个微信群名叫“非婚生育议题交流”，聚集

了全国各地近 400 位非婚生育或有非婚生育打

算的人，其中大多为女性。有人在和男朋友分手

后，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有人怀孕后，孩子爸爸却

不负责任；也有人经历婚姻的一地鸡毛后，主动走

向非婚生育⋯⋯

出于对非婚生育群体的关注，钱报记者在这

个群“潜水”了三四年。群内的未婚妈妈各有忧

虑：高龄产子的，独自育儿精力不足；工资不高的，

对生活费用精打细算；在企业和职场工作的，格外

担心身边的流言蜚语⋯⋯摆在她们面前的还有同

一个困扰：非婚生育能否和结婚生育享有同样的

权利保障？

当社会宣告生育和婚姻解绑，在争取和结婚

生子享有同等权益的路上，未婚妈妈们的真实遭

遇是什么？钱报记者和多位未婚妈妈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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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女儿回老家丽水过年前，郑华做

足了心理准备，她早已听说村子里弥漫

着各种关于她的流言蜚语。

“生活是自己的，我不能活在别人

的嘴里。”没听朋友的劝阻，这个春节，

郑华还是带着 4 个月大的女儿小豆苗

回了村。

郑华的父母格外疼爱

这个迟来的外孙女，每天抱

着她到处串门。怀抱中的

小豆苗睁着好奇的大眼睛，

肥嘟嘟的脸露出笑容，她的

乖巧和可爱也逐渐软化了

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

“没想到回村待了半个月，我感受

到最多的是善意和温暖。”郑华感叹，

“原本还担心父母会介意，我是先斩后

奏，孩子快生了才告诉他们，好在他们

这么开明。”

一年前，42 岁的郑华发现自己怀

孕了。当郑华把这个喜讯告诉结识两

个月的男朋友时，满心欢喜却被浇了一

盆冷水，“他坚决不要这个孩子，还说不

会和我结婚。”这个男人自此从郑华的

生活中消失了。

郑华谈过不少恋爱，却总是觉得自

己遇人不淑。她不抗拒婚姻，可人到中

年仍没找到靠谱的伴侣。“可能我看人

眼光有问题，也可能是自尊心太强，总

是不愿意妥协。”随着年龄增长，面对一

个人的生活，郑华愈发感觉空虚，她早

就渴望一个孩子。

“我这么大年纪了，如果不要这个

孩子，恐怕以后都没有生育的机会。”郑

华纠结了一周，最终决心独自生养这个

孩子。她笃信，抚育孩子是一个人也可

以做好的事。

郑华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在杭州

打拼 20 多年，她一路从设计助理做到

设计总监，买房买车，安家落户。后来，

郑华开始创业，第一次创业失败，欠下

几百万元债务；2020 年郑华把欠债还

清，又开启第二次创业，虽然遭遇疫情，

但她的盈利还不错，这几年一年赚到五

六十万元到百万元左右。

跌宕起伏中，郑华走向经济独立，

也收获了一颗强大的内心。“足够的经

济能力和稳定的心理状态是我决定非

婚生育的底气。”郑华觉得，非婚生育不

该提倡，但也并不可耻。

对于非婚生育，郑华毫不遮掩，她

大方告诉身边的人，还为此开设一个社

交账号，记录自己非婚生育的历程。在

网上，有人恶言相向，怀疑郑华是小三，

指责她自私，孩子没有父爱还非要生下

来，也有人表达安慰和理解。令郑华意

外的是，她收到越来越多非婚妈妈的私

信，向她倾诉自己的经历和苦恼，也感

谢她给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力量。

郑华索性组建一个微信群，将 40

多位未婚妈妈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她

们大多经历过人情冷暖、社会毒打，大

多是遇人不淑，被动走上非婚生育的

路。”郑华说，不少未婚妈妈的心态都崩

溃过，陷入经济焦虑，也不太敢告诉别

人自己的真实状况。

非婚生育的大多数女性是遇人不淑

郑华和女儿小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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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困难重重，仍不乏有人主动选

择非婚生育。

36 岁的福建龙岩人谢灵灵就一直

在为非婚生育做准备，试图挑选一位基

因优良的孩子爸爸。

“他得年轻，最好 25 岁以下，身体

素质好；还得聪明，最好考入过重点大

学。”在谢灵灵内心，理想的设定人选还

得是没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这样，

‘去夫留子’的可能性更大。”

谢灵灵离异，有一个 6 岁的女儿。

但身为独生女，谢灵灵不想下一代经历

和自己同样的孤独，一直渴望拥有两个

孩子。

十年前，谢灵灵就是抱着对生育的

渴望，仓促走进一段婚姻。“那时在龙岩

乡下，宗族观念很强，25 岁左右就得结

婚生子。”大学毕业后，谢灵灵听从母亲

的安排开始相亲。

“相亲时，我不是在选老公，只是

在选孩子爸爸。”谢灵灵看中了前夫

的聪明和才华，两人又门当户对，相

识不到一年就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

结婚了。

“嫁过去才发现他是妈宝男，又没

有共同话题，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

吵。”四年后，女儿降生，谢灵灵彻底进

入“丧偶式育儿”，夫妻矛盾只增不减，

也影响着女儿的身心健康。

“她两三岁时，特别容易不安、哭

闹、恐慌。”谢灵灵也有相似的童年阴

影，“爸妈频繁吵架，让我忍不住怀疑自

己，是不是我的问题？”

2020 年，谢灵灵鼓足勇气和丈夫

离婚。也是那年前后，谢灵灵看了一本

李银河的书，“书中讲到社会多元化，生

育不是只有婚姻一条路。”谢灵灵顿时

醒悟，“不是看到了某种新鲜事物的新

奇，而是恍然发现，原来我内心的需求

不是可耻的。”谢灵灵一度不敢对人说

出这个“离经叛道”的内心想法——“只

想生育，不想结婚”。

从小到大，谢灵灵常听说一句话，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可谢灵灵

4 岁时，父母离婚了，这令她一时想不

通，“如果我是爱情的结晶，爱情破碎

了，那我的生命又算什么呢？”

谢灵灵觉得，无论是大女儿，还是

未来可能有的第二个孩子，都不是爱情

的结晶，但这不妨碍他是被爱和期待

的。离婚后，谢灵灵发现女儿的状态逐

渐好起来，“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总比在战火纷飞中要好。”

对于非婚生育二孩，谢灵灵几番纠

结犹豫。谢灵灵做着朝九晚五的行政

工作，月薪四千元，在经济层面，未来要

养育两个孩子有压力。好在，谢灵灵生

活朴素，已经积攒了一笔存款。可更难

逾越的是人心，谢灵灵在国企工作，格

外担心周围异样的目光。

“可如果从本质上来讲，非婚生育

和我之前丧偶式育儿的生活又有什么

差异呢？”人到中年，谢灵灵决定听从一

次内心的声音。

孩子一定得是爱情的结晶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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