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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婚恋缺的是教育吗？
　　爱情，是一个永恒
的主题。大学校园里的
爱情，更是青春年少时
光里一个最美的梦，令
多少学子憧憬向往。之
所以知名作家琼瑶在家
中离世，会引发无数人
的“青春疼痛记忆”，
那是因为，琼瑶传递了
爱情的纯真和美好：“轰
轰烈烈的情感、生命中
最本真的冲动，这些都
是人世间非常美好的东
西。你不一定要让它从
此左右你的一生，但是
你体验过，那是非常好
的。”
　　最近，一篇在《中
国人口报》公众号发布
的《高校要发挥婚恋教
育主阵地作用》文章引
发广泛关注，文章指出，
56.9% 的大学生表示目
前并不想谈恋爱，认为
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系
统的婚恋教育，并建议
高校承担起婚恋教育的
桥头堡和“主阵地”的
责任，开设相关课程。
不到一日，该文就收获
10 万 + 阅读量，转发量
1.5 万。
　　而评论区的热闹程
度堪比春节庙会。有学
生认为，大学生谈不谈
恋爱是个人选择，根本
不需要专家指手画脚，

甚至开设婚恋课程。一
些网友更是毫不客气地
指出，专家们的研究完
全脱离实际，甚至有意
将“人口问题”与“恋
爱教育”强行挂钩。一
时间，各种吐槽和质疑
让该文关闭了留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
外来文化以及网络文化
的多元因素交织影响
下，当代大学生婚恋观
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
的特点。既有恋爱公开
化、性观念开放化的世
俗突围，也有交往感性
化、择偶功利化的现实
考量，还有兴趣社交、
线上社交、轻相亲、“线
上网恋、线下奔现”的
时代特点，这反映了大
学生在婚恋问题上持更
加开放和多元的态度。
　　大学生作为受教育
程度较高的知识群体，
较为追求自我、崇尚自
由，也孕育了一批“独
立女性”“不婚主义
者”“恐婚主义者”等
群体，该群体尽管期待
爱情，愿意接受恋爱所
带来的甜蜜，却对于结
婚无感，认为“婚姻是
爱情的坟墓”，不愿受
之束缚，成了婚恋游戏
的体验者。
　　作为“Z 世代”的

婚恋主体，信息网络、
社交平台等媒介已深度
影响大学生的婚恋价值
取向，当代社会逐年增
高的离婚率，父母婚姻
失败的阴影，媒体对一
些影视明星出轨、离婚
等新闻“打鸡血”般的
报道，早恋早婚而生活
一地鸡毛的现实案例，
使大学生心怀谨慎，对
婚恋敬而远之。同时，
大学生婚育观还与社会
支持体系和政策环境密
切相关，婚恋观的矫正
并非几堂选修课就能解
决的，如果表面化地就
事论事，采取我说你听、
我教你学的程式化说
教，一味灌输高大上的
婚恋观只能适得其反。
　　和拥有 800 多万粉
丝的网红“羊毛月”质
问大学毕业生为什么找
不到工作而翻车一样，
缺乏共情是公众吐槽的
焦点。如恋爱越来越有
功利色彩，没钱谈恋爱
成为一种奢侈。而写论
文、考证书、找实习等
学业上的压力让大学生
“智者不入爱河，寡王
一路硕博”，没有精力
去享受风花雪月。大学
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
力和竞争，使得他们自
顾不暇，而不是急于步

入婚姻和生育的殿堂。
比起开设婚恋课，学生
们需要的是更多就业机
会、更高的工资待遇、
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对
大学生这些期待和烦恼
视而不见，奢谈其它，
怎么能与大学生产生共
鸣，走进他们焦虑的心
坎呢？
　　婚恋观是人生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大
学生在校期间的健康成
长，更关系到未来的人
生幸福。应该看到，当
代大学生在婚恋爱情上
追求自主大于追求个
性，追求成长重于追求
功利，追求幸福高于追
求享乐，有自己的情感
认知和价值选择。
　　青藤之恋与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曾联合发布
《2023 当代青年恋爱沟
通白皮书》，报告显示，
现代青年在恋爱中更加
注重心灵的契合和个人
成长，选择晚婚或不婚，
是因为越来越重视个人
发展和自我实现，以追
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和工
作事业。这也说明，新
时代的大学生更关注自
我成长和价值实现，希
望在走入婚姻之前能最
大限度的自我提升，多
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更强

能力、更大平台和更多
资源的获取上，也可以
收获和匹配更高质量的
婚恋，从而成为一个自
信自立的人。
　　高校作为大学生学
习生活的主阵地，应积
极发挥大学生婚恋教育
的独特作用，多与大学
生想在一块、坐在一起，
关注他们的精神成长和
情感发育，设身处地的
看问题解难题，给处
于焦虑和懵懂的大学生
的恋爱婚姻当好参谋。
防止把爱情和婚姻当游
戏，为体验刺激而当“海
王”或“海后”，搞“同居”
和“闪婚”，在婚恋之
路上抄近道、走捷径，
放弃成长进步去傍大款
和富二代，甚至不惜出
卖青春而误入歧途。
　　马克思认为，婚
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除了大学生自身的
努力，也需要政府和全
社会多创设机遇和提供
相关保障，出台更多利
好政策和举措，显著减
轻大学生在就业、结婚
和生育等方面面临的经
济压力，从而提高他们
恋爱婚育的信心和安全
感。
■特约评论员 王厚明

贪官之妻“追债” 贪腐资金是否可以“洗白”？
　　据新华社报道，
2018 年 8 月 16 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中共湖南省委原常委、
宣传部原部长张文雄受
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案，对被告人张文雄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
过，张文雄被判刑后，
其身后的论争还在持
续，这和其妻涂爱芳一
笔 5000 多万元的债务追
讨有关。这笔巨款是不
是赃款？当初是投资，
还是借款？这也成为双
方在各级法院论辩的焦
点。（12 月 1 日 红星新
闻）
　　其实，早在 2023 年
2 月，澎湃新闻就以《张
文雄被判刑后，其妻提
系列诉讼“追债”1.5 亿》
为题，报道了涂爱芳在
其夫贪腐案落定后，通
过民事诉讼追讨上亿
“投资款”和“出借款”
的事情。
　　据知情人士向媒体
透露，涂爱芳提起的“追
债”系列诉讼，基本在
她和张文雄的亲友以及
当年的亲密合伙人之间
展开。而这些金额高达

亿元的资金纠纷，是借
款还是投资，是合法收
入还是非法利益？一度
成为多次庭审的焦点。
　　红星新闻的报道
中，介绍了涂爱芳向
马高龙夫妇追讨借款
约 5562 万元（其中本
金 33898305.79 元、利息
21728814.00 元）一案。
马高龙坚持认为所涉款
项是涂爱芳直接汇入岳
阳灏东荣湾公司作为涂
爱芳投资砂石经营的投
资款而不是借款，并且
提出涂爱芳出资的 6800
万元资金在中纪委办理
张文雄案时已定性为是
投资到多个项目中的投
资款。
　　针对涂爱芳的起
诉，长沙中院一审裁定
驳回了涂爱芳的起诉，
认为涂爱芳未能证明案
涉 5300 万元确属其自身
财产，也无其他证据证
明该 5300 万元的具体来
源。但在湖南高院二审
裁定指令长沙中院审理
该案后，长沙中院经审
理又作出支持涂爱芳诉
请的判决。
　　马高龙不服一审判
决，向湖南高院上诉，

湖南高院二审判决撤销
了长沙中院的一审判
决，理由是：涂爱芳提
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
方形成借贷关系，涂爱
芳基于借款关系要求马
高龙返还借款本金和利
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
持。
　　涂爱芳不服湖南高
院的判决，今年 5 月，
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最高院正在审查
该案是否符合启动再审
条件。截至目前，最高
人民法院尚未就此案决
定再审或驳回再审申
请。
　　公开信息显示，在
2004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 6 月长达 12 年的时间
里，张文雄直接或通过
其妻涂爱芳非法收受他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 2335 万余元，另，
张文雄家庭财产和支出
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其
对共计折合人民币 5158
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
来源。
　　对此，中国纪检监
察报 2018 年 7 月 31 日
刊发的《“提篮子”，

花样百出的政商勾结》
一文，对其二人如何联
手敛财做了详细描述：
张文雄落马后，在湖南
有着巨额利益输送的贪
腐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而在这条贪腐链上，其
妻涂爱芳在其中充当权
力掮客角色。从怀化到
衡阳，涂爱芳跟随张文
雄仕途履历一路包揽、
插手工程，两人一人弄
权，一人收钱，利用权
力为“钱”开路，在采
砂权拍卖、市政工程承
揽等方面大肆“提篮
子”，为老板站台打招
呼，牟取巨额利益。
　　有一个细节，值得
关注。张文雄到案后，
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大部分追缴。也就是说，
如果 1.5 亿元欠款真实
存在的话，张家在被追
缴数千万元贪腐金额
后，还有这么庞大的财
产在外面没有收回来，
那么这些钱到底来路正
不正，合不合法，法院
或者有关部门是否应当
查个清楚？
　　而且，涂爱芳本人
也是张文雄贪腐案的直
接涉案人，罪名之一就

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法
院是不是应该将案件移
交纪委重新启动调查。
如果确属合法财产，该
支持要支持，该保护要
保护。但如果涉及张文
雄案遗漏金额，就应在
张案中继续予以追缴，
如果涉及张文雄、涂爱
芳遗漏的犯罪事实，则
应移交相关部门继续查
处并追究刑事责任。
　　总之，法院不能成
为贪官和贪官家属洗白
“黑钱”的帮手，不能
对这么大一笔巨款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一
点上，中纪委和湖南省
高院保持了一致的从严
态度。
　　凡法事者，操持不
可以不正不公。我们同
样相信并希望，最高人
民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审
判机关，也一定能坚持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 以
法律为准绳，依法做出
公正的裁决，保护各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
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在
每个人身上。

■评论员 一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