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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我 们 都 倡 导 、 宣
传，一旦发现男性生殖健康
问题如早泄、勃起功能障碍
及不育症，应该及时到正规
医院男科就诊。但现实中，大部分男性并不愿意
去男科就诊。男性生殖健康问题一直都有高发
病、低就诊率的特点。什么阻碍了男性朋友就医
看病？以下 5 种错误心态非常普遍。

1.去男科代表自己“不行”。持有这些观点的
男性不在少数，一般是年纪较轻或相对自信的男
性。当出现男性健康问题后，他们往往不能正确
面对，认为去了医院就把自己的短处暴露出来，
担心家人、朋友会笑话自己“不行”；又怕医生给
出诊断后，伴侣会嘲笑自己而提分手。面对治
疗、提高幸福指数和面子问题之争，他们选择了
后者。但其实这样的选择会最终影响他的生殖健
康，越拖越久的男性问题变得更难解决，最终还
是会失掉“面子”。大部分男科都是早发现早治疗
效果更好。比如男性勃起功能障碍，如果早期治
疗可以及时根据是否有糖尿病、高血压等进行基
础病治疗，在致病因素不是特别严重时，及时治
疗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2.这种事情很难开口。男科疾病，大家普遍认
为是隐疾。“谈性色变”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男
性之间一般很少会谈及自己的生殖健康问题。这
与传统的思想教育、内向的性格、受教育程度、
社会阅历等有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认为，到
医院就诊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就算因伴
侣的强烈要求去医院，也不能直接、真实、详细
向医生表达病情，总是避重就轻。比如有些男性

看性功能问题，不能直接描述自己的病情就是阳
痿、早泄，而是隐晦委婉地说“最近腰痛”“没有
精力”。这些描述在就诊过程中是低效的，不能很
好传达病情，很可能影响就诊质量。

3.会被怀疑有性病、私生活混乱。我国疆域辽
阔，地区医疗发展不均衡，在很多县级医院或者
小医院，专科划分不明显，男科和性病科往往是一
起的。患者在就诊过程中不免在意他人的目光，“他
们是不是觉得我来看性病的”“是不是觉得我私生活
混乱”。因此他们有诸多考虑，未婚男性担心是否会
影响自己找另一半，已婚男性则忧虑会不会影响夫妻
生活。这些担忧都会阻止男性跨入男科门诊，让问题
恶化，或者找“旁门左道”。

4.吃点保健品，凑合就行。有些男性对生殖健
康问题认识不到位，或者缺乏正确的两性知识，
出现问题时往往不能正确求医。他们甚至觉得这
些问题没有必要过度关注，对两性质量要求不
高。门诊经常遇到一些早泄患者，夫妻生活时间
不到 1 分钟，是因性伴侣不满意来就诊的，但他们
自己认为是正常的。这种不重视或者漠视，长此
以往，很可能葬送幸福生活。即便意识到有问题

“被迫”治疗，他们也是首选“吃点保健品”，或
寻求食疗帮助，或自己上网去搜索相关方法，很
少选择到专业门诊就医。其实，对于轻症患者，
选择生活方式调整、食疗、保健品会有一定效
果；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建议还是要到正规医

院就诊，在药物干预的前提下，结合生活方式调
整、食疗，效果更好。

5.男科检查很尴尬。诊治男性生殖健康问题，
体格检查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需要暴露性器
官。比如看男性阴茎头炎症，就需要检查包皮发
育情况；看不育症就需要检查睾丸发育情况；看
精索静脉是否有曲张等。诸如此类疾病，只有通
过查体才能发现病因，然后再给出针对性治疗。
但是，在陌生人面前暴露性器官，这对很多男性
是很尴尬的一件事。门诊中经常能遇到不配合查
体的患者，总会以各种理由拒绝，要求直接开药
处理。其实，性器官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要
持“有色眼镜”看待，门诊中查体也是科学手
段，不应做过多联想。时代在进步，观念也要更
新，正确、科学对待性健康问题，把男科当作提
高性生活满意度、减少疾病的“助手”，不要去抗
拒，及时求助，才能有更美满的“性福”生活。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和自家亲戚间的感情
越来越淡，相互间的走动也越来越少，一种近似
于“断亲”的状态蔓延开来。亲戚之间感情变淡
在老一代人眼里，或许还有几分无奈和惋惜，可
对“90 后”“00 后”来说，似乎并不在意。不少专
家认为，“断亲”或许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值得
高度关注，因为它将长期影响每个家庭的生活，
甚至是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

近三成人与亲戚“基本不联系”

中国人向来重视情谊，亲戚关系和睦也被认
为是家庭幸福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现实情况却
是，不少人连亲戚都认不全，很少或者不愿参加
家庭聚会，正与亲戚们渐行渐远。

王齐 （化名） 是个“北漂”青年，老家在陕
西某小镇。29 岁的他在亲戚眼里是个“异类”，家
庭聚会时只顾玩手机，见着长辈也不爱打招呼，
家人们聊天时总爱答不理……王齐说：“这些亲戚
平时基本不联系，每次我都是被迫跟着父母参加
家庭聚会，这几年因为疫情回不了老家，竟还有
些解脱。”

正在读硕士的夏雨 （化名） 今年 23 岁，在她
看来，宿舍同学都比她的表姐表妹更像亲人。夏
雨说：“我自小在北京长大，爸妈是从沈阳迁居到
北京的，他们那代人挺在乎亲戚关系的，即使离
家千里，也经常通过电话或视频联系。但对我来
说，这些亲戚都很生疏，即使有些年龄相仿的同
辈，也没啥共同语言。更令人反感的是，亲戚们
聚在一起，都在聊谁家买了房、谁家孩子结婚
了、谁家孩子考了好学校，话语间其实是在互相

攀比。”
年近四十的林先生则表示：“毕竟是一家人，

以后亲戚间有需要帮忙的，我还是应该尽力帮。”
他的父辈那一代，曾因为家中老人的赡养问题，
闹得四分五裂、不再来往。但他不想就这么与亲
戚断了关系，毕竟是叔叔、姑姑们看着他长大
的，所以逢年过节还是走动一下，但平时基本没
有联系。

为了了解人们与亲戚的联系情况，《生命时
报》近期进行了一项网络问卷调查，在回收的 160
份有效问卷中，受访者们普遍认为亲戚之间的联
系在逐渐减少，29%的人基本不与亲戚联系，52%
的人偶尔联系，只有不到 16% 的人经常联系亲
戚；50%的人只是通过发微信、打电话联系，或逢
年过节时走亲戚，常跟亲戚见面的人，占比不足
8%。根据调查，亲戚间联系少的主要原因是“身
处异地，聚少离多”，也有人认为与交往惰性、感
情淡了、关系生疏、家庭矛盾等原因有关。针对
亲戚关系疏远的态度，60%的人表示“社会家庭结
构变化，属于正常现象”，47%的人认为“互不麻
烦，落个清静”，只有近三成的人表示，“断亲”
不利于家庭文化传承和情感维护。

三方面因素淡化了亲戚联系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教授说，在
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

斯”，这种与土地“绑定”的关系，形成一个安土
重迁的熟人社会，亲属相邻而居，再加上缺乏现
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宗亲互助成为必然，亲属
互动也较频繁。进入工业社会，伴随人口流动，
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亲戚间的利益往来
与互助随之减少，联系也就没过往那么紧密了。

从我国国情具体来看，让“断亲”发生的背
后，既有社会变迁因素，也有个人的复杂情感因
素。

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教
授陈祉妍说，2021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为 64.72%，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远
离乡土，与亲戚的空间联系淡化，也让宗亲组织
形态趋于松散。陈友华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很
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绝大部分需求，交通、通讯都
十分便捷，让人们对生活空间的选择余地增大，
心理上也不会觉得遥远。再加上，现代社会保障
制度建立，使个人生活保障的独立性增强，对亲
属的依赖性下降。

家庭小型化，亲密关系变弱。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
为 2.62 人，跌破“三口之家”。如今很多“90 后”

“00 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
接触过那么多亲戚，这让很多年轻人与亲戚的关
系变得疏远淡薄。陈祉妍说，亲密关系的建立需
要共同的生活环境、交流习惯，是无数生活和情
感细节的建构。老年人之所以常常“思亲如故”，
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价值观，而年轻人做不到
像祖辈的亲戚关系那样。如今，人们在同一生活
场景中的互动在缩减，即便关系亲近的亲戚，如
果不常走动，也会疏远。

价值观多元，“远亲”不如“近邻”。在本报
的问卷调查中，有明显的两极化观点。有位 62 岁
的受访者说：“年轻人太冷漠了，总是以忙为借
口，不愿意联系亲戚、回老家探亲。”一位年轻受
访者则表示：“亲戚关系就像一种‘人情惩罚’，
亲戚有求于你，帮了是应尽本分，不帮反倒落个
埋怨，我不想被这种亲情绑架，宁愿用金钱换服
务，也绝不求亲戚。”民间有言“不出五服都是
亲”。换言之，五代人之内，谁家出现了大到红白
喜事，小到日常生活，都要想办法帮忙，讲究的
是一脉相承的家族情感。陈祉妍说，随着人们工
作与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对经营人际关系的功
利性增强，无效社交大大减少。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一段关系的维系需要持久的吸引力和兴趣，
若这段关系不仅缺乏共通的吸引力，又存在地
理、心理上的距离，就很难深入发展和维系下
去。所以，在年轻一代的观念中，“断”是断那些
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亲”则是亲近自己
愿意接触的亲戚、邻里、朋友等。

从多元化亲戚关系中寻求平衡点

两位专家表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文
化去粗取精、现代文化迭代新生的过程。 “断
亲”虽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但亲戚间关系变淡
的背后也折射出一些社会发展和家庭关系的隐忧。

陈友华认为，“断亲”给亲缘关系、人际关
系、婚恋观念等带来很大影响。尤其是宗亲互动

与互助会大大减少，家庭与家族的影响力与功能
大大减弱，人们转而更多依赖于制度与市场来解
决各种问题。从个体需求和发展来看，构筑以家
庭、家族为纽带的亲情关系依然十分重要，在温
暖的家庭中成长，更利于健康人格和良好道德品
质的塑造。正所谓“有家才有国”，具备了良好的
家庭观，才更利于建立起对社会、国家的认同感。

陈祉妍表示，亲戚长辈的奋斗经历、价值观
念对子孙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家风”传承。而今这种“家庭口
述史”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遗憾，家庭
的精神文化传承在无形中流逝。另外，孝文化是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无论实践经验，还是科学
研究，都表明谨守孝道能带来诸多好处，既能提
升个人自信心和生活满意度，也能促进人际关系
和睦、社会和谐。但如今，很多年轻人因与家人
长期异地而居、工作忙碌，无法经常回家陪伴父
母，亲情也变得淡薄，孝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

此外，现在人们时常慨叹“年味儿”越来越
淡、“过节没啥意思”也与断亲有关，是因为仪式
感的欠缺。仪式是需要传承的，没有日积月累无
法形成，而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比
如，过年时，北方家庭要吃饺子、南方家庭要吃
鱼，家人还会聚在一起娱乐，这些在特定时间才
会做的事情，都蕴含着一个家庭的共同记忆和情
感，最终形成一种认同。而“断亲”让这些仪式
感慢慢消失，导致家族交往意识也在丧失。

专家们表示，从社会发展来看，亲戚关系变
淡不是人为努力能彻底扭转的，我们要有充分的
思想准备，同时也应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找到平
衡点，积极维系健康、温情的亲戚关系。

走入婚姻，唤醒亲情。陈祉妍表示，从人生
发展阶段来看，“断亲”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亲缘
关系始于家庭，其实很多“90 后”“00 后”青年群
体在走入婚姻并成为父母之后，他们对于亲缘关
系就会更加关注，这种现象也叫“亲缘唤醒”。诚
如大家皆有的共识：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懂得
父母之不易，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对亲缘关系
的认知中，即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
亲缘关系与地缘、利益关系同样重要，甚至更重
要。

构建新型“亲戚关系”。陈祉妍说，即使亲缘
关系已不如传统那般，人的社交需求仍要求亲缘
关系网的存在。如今，年轻一代的交往更加理性
化，交往范围也更大，以事业、兴趣、利益、价
值观等为载体或内在勾连的“关系共同体”越来
越多，例如，邻里关系、兴趣小组、粉丝群体
等。因此，在多元化的生活场景中，无论是年轻
一代，还是老一辈人，都应该尝试着去发展多种
多 样 健 康 的 亲 密 关 系 ， 不 必 拘 泥 于 血 缘 上 的

“亲”。
提倡开放的亲情氛围。陈祉妍表示，亲戚交

往不该是一种负担和形式。维系亲情，需要创造
合适的机会来多联系、多交流。老一辈人要给年
轻人一些空间，不要总用过去的思维跟年轻人交
流，平时组织家庭活动时，除了聚餐，也可以选
择一起旅游、过节等形式，传承家族仪式感，多
制造亲人之间的美好回忆。年轻人要试着融入大
家族，多与亲戚做一些经验性交流，比如哪家酒
店适合办婚礼、孩子考学问题、请教职业发展、
汲取人生经验等。如果亲戚关系实在不好、完全
没有共同语言的，也没必要貌合神离，渐渐地，
人们会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亲密关系网。

图为好久没串亲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