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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忽视: 农村留守妇女的夫妻情感维系机制

李芳英

( 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导致了农村半流动家庭的出现。离散化的

生活，势必会对夫妻关系产生影响。面对丈夫的长期不在场，留守妇女如何维系夫妻情感和婚姻关系? 通过对留

守妇女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选择性忽视是其情感维系的主要机制，包括强调经济、忽视情感，强调家

庭、忽视个人，强调未来、忽视当下。其背后的根源有家本位的价值观、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以及女性自身的因

素。留守妇女面对变化了的环境，调整心态和行为以维护夫妻情感和婚姻的稳定性，显示出其积极主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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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庞大的农民工群

体。由于受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难以举家迁入城市。很多家庭夫妻迫于

生存压力以及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虑，选择

一方外出务工、一方留守的方式，使其家庭成为

半流动家庭。在这种家庭模式中，又以男外出女

留守较为常见。
作为当代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留守妇女群

体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学者们除了对留

守妇女的生活现状及困境［1］、心理压力和调适 ［2］

、心理健康［3］［4］、生活满意度［5］、主观幸福感［6］等

方面进行了分析之外，夫妻情感和婚姻稳定性问

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7］［8］［9］［10］。丈夫外出

务工，势必造成与妻儿等家人长期分离的状态。
成员的离散化不仅使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也

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夫妻

分离、聚少离多的现状使得许多婚姻的功能无法

实现，不可避免地给夫妻关系带来影响。但是，

丈夫外出流动的行为究竟给夫妻情感和婚姻关

系带来何种影响，已有的研究者持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城乡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了

离婚率［11］( P105－111)。因为男工女守分工的直接后

果是夫妻共享时间的减少和夫妻异质性的增强，

直接影响到夫妻关系的变化和婚姻的质量［12］。
丈夫外出务工，因空间距离而长期无法与妻子共

同生活，因而减弱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满足和支

持，并导致婚姻的情感满足功能进一步弱化［2］。
近年来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的出现 ［13］［14］，也显

示出农民工的情感和婚姻出现了问题。而经济

的贫困以及心理的压力，使留守妇女更容易出现

婚外情，从而导致留守妇女夫妻关系的破裂［15］。
这些都说明，农民流动造成了严重的农村家庭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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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包括离婚率的显著上升和家庭解体［16］［17］。
当然，也有夫妻虽然感情破裂，但由于婚姻解体

的社会成本太大，所以仍然维持着“名存实亡的

婚姻”［18］。国外学者 Becker 在 1973 年提出婚姻

市场上存在着正向或负向的配对效应假说，认为

中国的门当户对就是一种正向配对效应。作为

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劳动力流动，特别是

个体劳动力流动会打破婚姻的配对效应均衡，从

而影响婚姻的稳定性［11］( P106)。
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丈夫外出对夫妻

关系影响不大: 丈夫外出务工不会影响夫妻关

系，反而增进了夫妻关系。农村夫妻关系在城市

工业化的冲击下，呈现出理性整合、情感整合以

及情谊整合状态，两地分居的夫妻双方的任何一

方外出务工都没有给夫妻关系带来太大的破坏

作用，夫 妻 间 感 情 反 而 越 发 亲 密，情 谊 越 发 深

厚［19］。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留守妇女和外出丈夫

之间由于性别分工和角色功能互补，分居的婚姻

关系不仅没有变得不稳定反而更加和谐。合理

的家庭分工以及留守妇女夫妻之间维系沟通与

互动的策略保证了其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部分

留守妇女认为夫妻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主要原因

是夫妻都在家时会因为经济拮据、家庭琐事而吵

架、闹矛盾，丈夫外出务工不但会改善家里的经

济条件，也会因为双方都能体谅到对方的辛苦与

不容易而相互理解、相互挂念，使得夫妻感情变

得比以前更好［20］。
综上所述，丈夫外出务工可能对夫妻关系带

来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夫妻情感破裂和婚姻解

体，也可能给夫妻关系带来积极影响，促使婚姻

更加和谐稳定。农民工家庭内部的夫妻情感关

系呈现亲密与疏离两种倾向并存的状态［21］［22］。
相关研究在分析外出流动对农民工婚姻带来的

影响时，对负面影响关注较多。本研究感兴趣的

是，那些仍然保持着完整婚姻状态的留守妇女是

如何维系其夫妻情感和婚姻关系的，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如今，留守妇女已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力

量，对其夫妻情感的维系机制进行梳理，对于构

建和谐家庭、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研究留守妇女的生活现状及其夫妻情感和

婚姻生活，需要较为深入地了解她们的日常生活

状况，因而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

法收集相关资料。2017 年 7～9 月以及 2018 年 2

月，笔者对位于江西赣南的云村进行了前后两次

田野调查，采用村里人习惯的聊天方式，进行面

对面的深度访谈，听取了大量生动的生活故事，

对留守妇女的生活进行了多方位的了解和观察。

在此基础上，获得 15 个留守家庭的访谈资料，并

逐步挖掘归纳，梳理出留守妇女维系夫妻情感和

婚姻关系的日常实践逻辑。

云村地处 P 镇，东邻赣江，距离市区 18 公

里。P 镇土地面积 126 平方公里，辖 12 个行政

村，173 个村民小组，全镇人口 22000 多人。该镇

以丘陵为主，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云村是 P 镇

的一个自然村，是一个传统农业村，农业种植曾

经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村子里开始有人外出务工，后来，外出务

工成了村里年轻人主要的就业方式。务工地主

要是临近的广东、福建及浙江。外出务工从根本

上改变了村里大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村民的生

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不少家庭翻盖了房子，原

来的泥瓦房被混凝土的红砖房所代替。部分村

民在镇里、县城或者市区买了房子。云村具有熟

人社会的特征。村里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传

统价值观念近年来得到部分改变。

笔者自小生活在云村，对当地的农村生活及

人际关系有着某种天然的熟悉和感受，对村子里

的人际关系和氛围，对当地农民婚姻家庭生活的

状况和变化，有着更多的观察和体验，因而本土

的调查有着先天的便利性。当然，其间也会遇到

一些困难和困惑，主要是局内人与局外人双重身

份带来的困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局内人，对

村子有独特的情感，对所涉及到的当事人，有很

多从前的记忆。同时，作为一个远离家乡多年的

局外人，很多现象又变得陌生和模糊。笔者力图

克服双重身份带来的困惑，真实地呈现云村留守

妇女的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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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守妇女夫妻情感维系方式

夫妻情感是衡量夫妻关系的重要指标。情

感好的夫妻婚姻满意度高，婚姻也相对稳定。对

留守妇女而言，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的状态，导

致双方从婚姻生活中获得的情感和性满足比其

他家庭要少，可能导致夫妻情感淡漠、婚姻质量

下降。因而，如何维系夫妻情感、维持婚姻关系

的稳定，成为留守妇女必须面对的问题。访谈

中，当被问及夫妻情感状况时，大部分受访者的

回答为: “还可以。”“就那样吧。”“都老夫老妻

了。”此类粗线条的描述，反映了留守妇女对夫妻

情感的基本认可或部分不满。调查发现，留守妇

女维系夫妻情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夫妻团聚

和异地沟通。
( 一) 夫妻团聚: 亲密关系的短暂满足

外出务工的丈夫节假日期间返乡，是大部分

半流动家庭的团聚方式。对于常年分离的夫妻

而言，这无疑是彼此向往的美好时光。丈夫回家

的次数跟务工地距离家乡远近有关。云村的村

民主要在惠州、广州、深圳、厦门等地务工。务工

地离家近的，丈夫回家次数相对多一些，通常一

个月或者半个月回家一次。务工地离家远的，丈

夫半年回家一次，甚至一年只能在春节期间回家

一次。同时，回家的次数也和交通是否便捷有关

系。比如，之前从当地到厦门，乘坐双层卧铺大

巴车要 15 个小时，回家一次的时间成本较高，如

今乘坐动车，只要 3 个多小时，路上的时间大为

减少，这使得外出务工的丈夫返乡团聚变得更为

容易。不过，交通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车费开

支。综合考虑距离远近、务工单位情况、家庭状

况以及经济上的差异，每家的团聚次数和时间也

各有不同。相对而言，离家近、经济状况稍好的

家庭，丈夫回家的次数更多。除了务工单位的节

假日之外，有的丈夫会在农忙时节回家帮助干农

活。云村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一年两季。另

外，如果丈夫的务工单位没有活干，丈夫在家待

的时间会长一些。
丈夫回家和妻儿团聚，无论时间长短，对于

夫妻情感的维系而言都极为重要。夫妻之间有

机会面对面交流彼此的生活状况，缓解相思之

苦。丈夫回家帮助干农活，也有助于减轻妻子的

劳动压力，增进夫妻感情。浪漫一点的丈夫，会

给家人带上精心准备的礼物。这些礼物，一方面

增进了家人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丈夫对

妻子等家人操劳的安慰和弥补，表达了丈夫对妻

子的牵挂和爱意，是一种对长期分离生活的情感

空白的补偿。对于留守妇女而言，丈夫回家的日

子格外宝贵。她们会准备更可口的饭菜，尽量和

丈夫多沟通。以往的研究显示，对留守妻子的心

理健康而言，丈夫回家频率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丈夫回家频率低者心理健康状况更差［25］。
除了丈夫返乡和妻儿团聚之外，有的留守妇

女会利用暑假时间带着孩子到丈夫务工地和丈

夫团聚。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孩子出去见见世

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夫妻感情和亲子感情，

这对家庭关系的维系有积极作用。村里的玉凤，

曾经在暑假时，带着五年级的儿子到深圳待了一

个月。她说，那段时间，丈夫带着他们去了一些

地方游玩，一家三口在一起，感觉很幸福。但是，

深圳房租太贵，在外面的各项开支太大，所以不

便久留。她在深圳时得知，有的务工单位会组织

留守妻儿参观丈夫工作的场所; 也有一些公益组

织会组织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活动。这样的活动，

有助于家人对丈夫工作环境的了解，体会到丈夫

工作的不容易，进而促进家人之间的情感。
无论是丈夫返家还是妻儿进城探望丈夫的

团聚方式，对夫妻感情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团

聚使外出丈夫和留守妻儿的亲密关系得以满足，

某些家庭功能得以完成。这对于维系夫妻情感

以及完整的家庭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 异地沟通: 夫妻情感的空间延伸

对半流动家庭而言，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在于

夫妻长时间的时空分离状态，导致双方无法实现

面对面的日常沟通和交流。这也是造成部分农

民工夫妻情感出现问题，并最终造成家庭解体的

一个重要因素。长期的分居生活，使得双方对彼

此的生活缺乏真实的了解和感受，容易凭想象构

想对方的生活，造成彼此的误解，伤及夫妻感情。
因而，在这种聚少离多的非常态生活中，沟通就

显得尤为必要。除团聚之外，异地沟通是这些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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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妇女与丈夫维系情感的另一种主要方式。
在调查中，关于夫妻间多长时间沟通一次这

样的话题，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回答。有的夫妻

一般情况下不联系，只有有事情时才联系; 也有

的夫妻关系好，基本上每天都联系。沟通频率高

的更有益于夫妻情感的维系。早些年代，因为电

话不普及，联系不方便，人们联系相对较少。后

来随着电话和手机的普及，联系变得更为便利。
但尽管这样，有的夫妻出于节省话费的考虑，也

不会经常联系。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

们用 QQ、微信联系较多，现在基本上用微信联

系。现代化通讯工具的使用，特别是视频聊天技

术的应用，可以帮助分居两地的夫妻跨越时空障

碍，进行更为便捷的异地沟通，这有助于增进彼

此对对方生活的了解，并维系双方之间的情感和

信任。
留守妇女和丈夫的沟通话题主要以老人和孩

子为主。她们会拍孩子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丈夫，和

丈夫分享孩子的生活状况以及学习情况。她们也

会对丈夫的工作和身体表示关心，叮嘱丈夫在外要

注意身体。大部分夫妻的沟通话题较少涉及夫妻

情感。有的留守妇女表示，丈夫的嘴太笨，不会甜

言蜜语。在这方面，多是留守妇女向丈夫倾诉感

情。当然，有的夫妻在沟通时还可能发生争吵的现

象，特别是怀疑丈夫在外出轨的家庭。
和面对面沟通相比，电话或网络沟通存在许

多不便之处。村里的水莲认为，“虽然说现在联

系方便，但是有些时候还不是很方便。有的时候

你想找个人跟你商量个事拿点主意或者是帮你

做点什么，毕竟隔这么远，肯定就不方便了啊。
而且我觉得电话交流的话毕竟不是面对面交流。
你要是打电话的话，肯定你不能什么都说，肯定

要选择性地说嘛，但是你要是一起生活，有啥子

问题起码可以及时解决，交流也直接些。”她在身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之后，为了不让外出的丈夫担

心，没有把自己生病以及做手术的情况告诉丈

夫，而是选择了有什么事情自己一个人扛。
尽管借助通讯工具的异地沟通代替不了面

对面的交流，但不可否认，沟通减弱了夫妻分离

的距离感，有助于对对方生活的持续了解，从而

维系彼此的信任，这也是情感维系的有效方式。
有研究认为，这些电话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

种互动仪式，维持和稳定着夫妻之间外出者与留

守者之间的关系，留守妇女不断地通过电话与丈

夫联系，实际上是在家庭中制造了一种模拟“丈

夫在场”的仪式，一方面表明自己对丈夫的关心，

让对方明白自己对于留守责任的尽职，另一方面

也借此缓解“丈夫缺席”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影

响［20］。视频电话更是能够营造一种彼此在场的

场景，有助于减少感情隔膜和误会，对增进彼此

的亲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四、夫妻情感维系机制: 选择性忽视

传统农村社会的婚姻曾经被认为具有低质

量、高稳定性的特点。随着社会的迅速变迁，各

种新观念冲击着农村社会，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

为也在发生变化。半流动家庭的夫妻关系，也不

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夫妻情感

出现问题，夫妻关系恶化，甚至导致婚姻解体，有

的仍然维持着完整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形式。那

么，保留完整婚姻形式的半流动家庭，夫妻之间

如何维持感情? 从留守妇女的角度看，她们在面

对与丈夫长期分居、彼此生活环境各异、生活方

式有别、价值观念差异的现实环境下，如何维系

夫妻情感? 通过对留守妇女与外出务工男性的

日常生活现状的观察和解读，发现留守妇女在维

系其夫妻情感及婚姻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在主观

上选择对负面性的事物采取有意回避、忽略、假

装不在意的态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积极正面的事

物上，通过这种“选择性忽视”，维持或改善了现

有的生活状态，从而维系着夫妻情感。从留守妇

女的生活现状来看，其“选择性忽视”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即强调经济、忽视情感; 强调家庭、忽

视个人; 强调未来、忽视当下。
( 一) 强调经济、忽视情感

改善经济状况是大部分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

机。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收入很低，不足以支撑一

个家庭日益增长的各种消费。外出务工是解决家

庭经济问题，帮助家庭创收的主要途径。当家庭条

件不允许夫妻双双外出时，只能选择一个外出一个

留守的模式。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承担家庭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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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色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从而，在经济理性的驱

动下，留守妇女留在农村照顾家中老小。当家庭作

出这种决定之时，便意味着把夫妻情感需求置于了

经济利益之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姻，留守妇女往

往承受着各种压力，并用选择性忽视让自己的生活

尽量符合心中的预期。
首先，用丈夫的经济收入冲淡离散化生活的

艰辛。当留守妇女支持丈夫外出，把丈夫送出家门

时，便在心里作好了长期分居的打算。因为农村妇

女的留 守 本 身 就 是 一 项 最 基 本 的 生 计 策 略 选

择［23］。在农村经济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经济

收入是留守妇女最为关心的问题，精神层面的需求

让位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并无多大不妥之

处。丈夫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提高了全家人的生活

水平。留守妇女在家种地种庄稼，主要目的是为了

满足家庭的日常所需，不再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交

换。也有的留守妇女把田地租出去，自己不再从事

农业生产，只负责照顾孩子和老人的日常起居。和

背井离乡为生计奔波的艰辛相比，留守妇女在熟悉

环境中生活和劳作，虽也有各种困难和分居的不

便，但也生出不少满足感。正因为经济更重要，所

以，有的丈夫为了节省回家的路费开支，或者为了

赚取加班费而牺牲回家团聚的时间时，留守妇女也

能理解并支持。有的留守妇女甚至会嫌弃丈夫在

家住的时间太长，因为那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减少。
其次，忽视或压抑个人的情感需求尤其是性

需求。对于留守妇女而言，长期的夫妻分居状

态，显然需要极度压抑个人的情感需求包括性需

求，性生活缺乏是留守妇女的普遍现象。在农村

访谈时，性仍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当被问

及这方面的状况时，大部分留守妇女会闪烁其辞

而言其他。有的说:“习惯了”。有的回答:“每天

忙忙碌碌的，哪有时间想那事?”但众所周知，正

常的性生活，是夫妻亲密情感关系维系的重要基

础。留守妇女在自己正常的性需求长期得不到

满足的同时，也经常担心丈夫在外面变坏。有的

留守妇女坦言: “自己在家苦一点累一点都无所

谓，就是担心丈夫变坏”。可见，长期的分居生活

会使得留守妇女产生婚姻危机感，特别是看到别

人的婚姻出现问题时，这种焦虑感会加重。但也

无奈地表示: “即使丈夫变坏也没有什么办法”。
也有持乐观态度的: “要说影响呢，肯定还是有

点，不过也没有多大的影响，毕竟都是老夫老妻

几十年了，也不是说两口子一定要天天在一起生

活是不是嘛，不出去打工怎么挣钱生活? 而且毕

竟这么多年了，两口子之间还是要有点信任的

嘛，而且他这么多年一直长期在外打工，我倒是

也习惯了”。当今农村依然是熟人社会，留守妇

女在家的一举一动，都在村里人的注视之下，为

了维系夫妻感情，留守妇女会在日常生活的言行

中严格要求自己，尽量减少和其他男性的接触，

以免别人说闲话，以此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再次，忽视情感危机选择隐忍承受。不可否

认，在保留着完整婚姻形式的半流动家庭中，有

一部分是名存实亡的婚姻。这类家庭往往是为

了孩子，或者迫于社会舆论和道德的压力而维持

着婚姻的形式。留守妇女出于对丈夫的经济依

附，选择隐忍承受。在访谈中，有的留守妇女明

明知道丈夫在外面有出轨行为，但又认为，只要

丈夫心里还有这个家，还往家里拿钱，就是可以

原谅的。其理由是哪个男的不会在外面偷点腥

呢? 留守妇女会为了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以及

家庭的表面完整，而把夫妻情感放在一边，甚至

会对这种情感危机进行合理化的解释。比如，

“什么感情不感情的，不就是过日子吗，谁家过日

子没有一点磕磕碰碰?”也有人对夫妻感情的理

解是:“两个人在一起，维持一个家，经济上在一

起共同拥有，家的感觉就还在。”村里的九妹是大

家眼中一个比较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从上世

纪 90 年代初就外出务工，有一手好的木匠手艺，

由于精明能干，收入比其他务工人员高很多。但

有了钱的他却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并提出要和

九妹离婚。九妹誓死不肯，喝下农药被抢救回

来。后来他们没有离婚，九妹和孩子、公婆在农

村生活，丈夫按时给他们生活费。时间长了，感

情也淡了，九妹对丈夫的事情也只能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在云村，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部

分没有外出的经历，她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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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对于婚姻的感受，更注重物质层面，认为家庭

生活就是过日子，有钱才能过好日子。正如李强认

为的，分居的农民工家庭之所以仍然稳固，是因为

农民工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取代了共同生活成为家

庭得以构成的基础条件之一［24］。经济的功能成为

首要的，家庭的维系与其说是夫妻情感的维系，不

如说是生存压力和传统伦理道德的维系。
( 二) 强调家庭、忽视个人

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而言，男女自结婚开

始，就形成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就是一个家庭共

同体，家庭中的个体成员都为这个共同体服务。
为了维持夫妻情感和婚姻稳定，留守妇女同样把

家庭放在个人之上。在她们眼里，家庭是一个利

益整体，也是自己的精神寄托。为了这个整体，

个人情感和利益都是可以被忽略的。
首先，家庭的外出安排策略以家庭利益为出

发点。半流动家庭在决定谁外出谁留守的安排

时，一般都是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经

过夫妻双方的反复考量和权衡后决定。由于女

性被视为更能够持家和提供照料工作，大部分家

庭选择女性留守。因此，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的

重任便落在留守妇女身上，从而牺牲了个人发展

和赚钱的机会，特别是对于曾经有过外出经历的

女性，留守带来的心理落差更大。冬梅是村里的

外来媳妇，她和丈夫在广州打工时认识，当时两

人在同一家制衣厂上班，后来恋爱结婚。怀孕

后，冬梅回到云村生孩子，一直留在家里照顾孩

子。由于她做活好，在工厂一个月能拿到五千元

工资，回家后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但她认为，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孩子需要自己带，再说，有了

孩子之后，开销大很多。为了这个家，只能让丈

夫继续在外打工，过这种两地分居的日子。这就

使得“家庭成员必须学会忍受长期的分居，为家

庭利益牺牲个人”［25］。
其次，留守妇女的日常消费以家庭为重。在

留守妇女眼里，丈夫寄回家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

钱，要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家庭的日常消费一

般有农业生产购买种子化肥、日常生活开销、孩

子的教育费用、老人的医药费以及各种人情事

务。这些都是不小的开支。家庭如果有盖房或

买房的打算，则更需要学会一分钱掰作两分钱

花。因而，留守妇女往往是为丈夫和孩子等家人

考虑，首先满足他们的需求，尽量抑制自己的个

人消费。比如，好几年不给自己买衣服，但会给

孩子和老人买。自己有小病小痛时，能忍则忍。
留守妇女以对家庭的付出和操劳维系家庭的整

体利益，从而维系夫妻情感。
再次，为子女而维系婚姻。如前所述，保留

完整婚姻形式的半流动家庭，其中也有情感不和

甚至破裂的。除了经济上对丈夫的依附关系之

外，为子女的利益而维持家庭的完整也是一个因

素。特别是孩子尚小，夫妻又有冲突的家庭，留

守妇女选择忍辱负重，为了孩子的利益和前程而

忽视个人的情感。
( 三) 强调未来、忽视当下

在访谈中，当留守妇女被问及现在的日子过

得怎样时，她们会用“习惯了”“忍”“等”这样的

字眼，表示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并认为，现在的

忍受是为了将来过上更好的日子。丈夫外出务

工，也是为了整个家庭美好的未来。为了将来过

得更好，眼前的困难和艰辛都是可以克服和忍受

的。这种强调未来、忽视当下的心态也是留守妇

女维持夫妻情感的一个重要机制。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可以缓解当下生活

的苦。留守妇女的生活自有其艰辛之处，在夫妻

长期分离的状态下，既要承担原本由丈夫承担的

农业耕作角色，又要承担照顾孩子、赡养老人的

责任，身心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但是，只要想到

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她们就会认为暂时所受

的苦都是值得的。村里的阿英表示: “现在的生

活，虽然过得辛苦一点，但是，屋里的经济来源就

靠他一个人，一般都是他发了工资就要往家里汇

钱，孩子要读书要用钱的嘛，生活肯定是有改善

的，虽然说他一个人在外头打工挣钱，但是能保

我们全家人生活没有问题。他要是不出去挣钱，

家里的开支从哪里来? 生活费这些都是靠他打

工挣的。”对于有儿子的家庭来说，还面临着给儿

子买房娶媳妇的问题。村里有一位留守妇女红

英，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丈夫仍在广州务工，她自

己在家照顾老人，她也在家乡寻找各种挣钱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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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希望增加经济收入早日帮儿子在县城买房。
他们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地方工作，但她认为，

想想以后的日子就好了。对未来充满希望，生活

有盼头，这种信念支撑着大部分留守妇女把日子

过下去，并忽略当下的苦。
另外，对丈夫回家的预期也是维系夫妻情感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析半流动家庭的婚姻稳

定性时，双方对丈夫回家的预期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重要方面。留守妇女认为，丈夫外出的目的就

是挣钱养家，当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或者挣的钱

差不多了，丈夫最终要回家的。这也是支撑夫妻

俩能把当下聚少离多的日子过下去的重要支柱。
在云村，只有一户人家在广州靠着做纽扣批发赚

了大钱，早些年在广州买了房子定居下来，其他

的都是回到本地镇里或者县城买房。最早出去

的村民，年龄多在 50 岁以上，还面临着年龄大、
体力差、找工作难的困境。因而，当干不动的时

候，村里、镇里或者县城，就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为了让自己将来有更体面的生活，留守妇女也希

望丈夫 能 趁 着 年 轻 在 外 面 多 挣 钱，积 累 经 济

资本。
五、选择性忽视背后的深层根源

在留守妇女对夫妻情感的维系过程中，为什

么会出现选择性忽视这样的机制? 其背后的根

源是什么? 通过留守妇女的日常生活实践可以

看出，家本位的价值观、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以

及女性自身的原因是这种机制背后的深层根源。
( 一) 家本位的价值观

要理解留守妇女“选择性忽视”背后的根源，

不可不提及家本位的价值观。在我国，家本位思

想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家庭

或家族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中的每个个体，都

要服从这个系统。家庭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是整

个家庭家族运行的核心目的。当一对男女结为

夫妻，其最大的任务就是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保

持整个家庭家族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所有个体必

须为家庭家族的整体利益服务。这种家本位的

观念，强调个体对家庭的责任，注重家庭的和睦

团结，夫妻关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因而，夫

妻情感总是被置于边缘的位置。

虽然现代化观念对农村社会带来一定冲击，

个体化的现象也逐渐在我国的城乡社会中出现，

但对于云村的留守妇女而言，家本位的价值观仍

居主流。她们支持丈夫外出务工，是出于对家庭

利益的考量作出的决策; 为了节约路费，并让丈

夫多赚取工资，她们让丈夫减少回家团聚的次

数，给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 维持已经不忠

诚的婚姻，也是为了子女、自己以及家庭的整体

利益。“重家庭轻个人”的观念指导着留守妇女

的日常行为。
( 二) 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

离散化是半流动家庭夫妻婚姻生活的常态。
留守妇女之所以留守农村，忍受离散化带来的种种

不利影响，和传统性别分工观念有一定关系。尽管

当今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男主外，女主

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和模式，仍具有较大影响力。
云村的留守妇女普遍认为，丈夫外出挣钱养家，自

己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这样的分工没什么问题。
家庭照料是女性留守的主要原因。尽管由于男性

的外出，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变成男工女耕的

新的性别分工模式，造成农业女性化现象，留守妇

女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甚至某

些方面成为家庭的主导者，但根深蒂固的“男主

外，女主内”思想仍没有根本上动摇。“男的在外

面赚钱就好，别的不管那么多”，在这种观念的支

配下，“选择性忽视”就变得理所当然。
比如，受访者梅子是一个 47 岁的留守妇女，

丈夫在佛山当建筑工人。她对夫妻间的分工是

这样理解的:“毕竟他是个男的嘛，在外头可选择

的工作要多些，挣的钱也要多一些。而且那个时

候生了孩子，我肯定是留在屋里照顾孩子的，我

毕竟是女的，一般照顾孩子和家庭要方便些，而

且你晓得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

们村出去打工的大多还是男的，留在屋里的基本

是女的。”同村的另一留守妇女也认为: “那肯定

是以男的为主了，哪一个是以女的为主啊，一般

一个家里面都是以男的为天，而且女人比较会照

顾孩子。”
( 三) 女性自身的原因

在调查中，所访谈的留守妇女文化程度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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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个人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她们没有特殊

的专业技能，也没有资源优势，需要在经济上依

赖丈夫。经济上的依赖导致她们对婚姻的依赖。
正因为这样，当遭遇婚姻危机时，留守妇女只能

被动承受，选择隐忍的方式来维系婚姻，即使丈

夫有不忠行为，也可以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求丈夫不离婚，不抛弃这个家。当然，留守妇

女也并非完全被动，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性忽

视”就是她们对自身处境进行权衡之后作出的主

动调节，尽自己所能维护彼此的情感和关系。
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情形是，外出务工女性

的婚姻自主权更高。村里有一个外嫁的女儿，由

于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而离家去深圳打工。
谈及和丈夫的关系时，她坦言: “我现在每个月工

资三千多，感觉比丈夫挣得多多了，丈夫想要离

婚的话，随时可以。”由此可见，外出的经历有助

于提升女性的阅历和见识，经济独立的女性更不

能忍受丈夫的出轨。婚姻一旦出现问题，更有可

能离婚。但是，大部分留守妇女由于自身的原

因，难以通过外出流动来对抗不幸的婚姻。
六、结论和讨论

在半流动家庭中，夫妻的长期分离使得婚姻

的许多功能无法实现，婚姻的稳定性面临诸多挑

战。除了感情破裂、婚姻解体的家庭之外，仍有

大部分家庭保持着完整的婚姻形式。从留守妇

女的视角来看，短暂的夫妻团聚、长时间的异地

沟通是其夫妻情感维系的主要方式，而强调经

济、忽视情感，强调家庭、忽视个人，强调未来、忽
视当下的“选择性忽视”，是其维系夫妻情感和婚

姻关系的机制。其背后的深层根源是家本位的

价值观、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以及女性自身的问

题。这是一种基于个人生活经验判断的理性选

择，反映了农村留守妇女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

性。在以往的研究中，留守妇女常被标签化为被

动的弱势群体，但本研究发现，留守妇女自有其

能动性的一面，面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该群体

借助其生活经验中积累的智慧，充分利用自身资

源，主动维系夫妻情感和其他社会关系，为追求

更美好的生活而付出努力。
人们关注乡村振兴、关注农村家庭结构和功

能变化的同时，也应重视半流动家庭中的夫妻情

感和婚姻稳定性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

单的情感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复杂的关系到

社会和民生的问题。作为政府，应该通过加快新

型城镇化改革，加快城镇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使

农民及其家庭可以在家乡安居乐业，并从性别平

等的视角出发，制定出有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政

策。对于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应建立完善的

农民工保障机制，让农民工享受更多的住房、教

育等资源，降低举家迁移的成本，为夫妻双流动

创造条件。务工单位也可以给予农民工更多的

人文关怀，如设置夫妻房，给予探亲假或制定带

薪休假制度等。留守妇女群体本身也应该提高

个人文化素质，学会自我身心调节，增强对现代

社会的适应性。
解决好留守妇女问题，将有助于和谐家庭发

展和新农村建设。但伴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分化

以及更年轻的女性步入留守队伍，该群体在年

龄、受教育程度、性别观念、外出经历、经济收入

等方面的异质性会逐渐增大。这是本研究未能

涉及的地方，也是将来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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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e Inattention: The Maintaining Mechanism of
Spouse Affection of Ｒural Left－behind Women

LI Fang－ying
( China Women's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large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pours into
cities，lots of half－dynamic families appear． The separation of couples produces an effect on their relationship．
Facing with the prolonged absence of their husbands，how do the left－behind women maintain their affection
and marriage?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selective in-
attention is the main maintaining mechanism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such as emphasi-
zing economic and ignoring affection，emphasizing family and ignoring individual，emphasizing future and ig-
noring the present． The family－oriented value，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 cause from women
themselves are all the roots of selective inattention． Faced with the new circumstances，women change their
mind and behaviors so as to maintain their spouse affection and marriage，which shows that the left－behind
women are willing to take the initiative．
Key words: selective inattention; left－behind women; spouse affection; maintain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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