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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有很多人覺得十分奇怪，何以古代或傳統社會的百姓其離婚率比現在的人低得多

，難道是古人特別擅於遵守倫理道德規範？還是他們的婚姻都特別美滿？非也，除了

傳統社會重視家族意識更甚於個人主義〈古人結婚不就經常是為了迴避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這一類忽視家族理想的指責嗎？〉外，古今人類平均壽命的差異也是可供觀察

的一項指標。 

二次大戰以前，人類有很長一段時間平均壽命都在三十幾至四十來歲的範圍中徘

徊起伏，西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於 33 歲之齡卻忽然得病而死，大家都說他英年早

逝，殊不知在那時代一般老百姓就差不多是活這麼久，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初〈離現在

才一百年的時間〉美國人的平均壽命也不過四十出頭而已。人類平均壽命的大幅躍進

可是要到 1940 年代後期抗生素出現以後，才有明顯增長。因此以現代的標準來看，古

代的人其實壽命都很短，即使十餘歲就早婚，十幾年後生命也已走到盡頭。即便與配

偶合不來，忍受個沒幾年事實上就又步入晚年，在去日無多的情況下，一般人恐怕也

不覺得婚姻有什麼好計較的。這種環境亦使從一而終、白頭偕老等現代人認為十分高

端的婚姻理想，相對容易達成，因為壽命短考驗婚姻的時間就短，還來不及仔細省思

，人就已走完一生了。是以認命與短壽等因素造成了古人低離婚率的現象。 

現代人的狀況完全不一樣，一般只要不是太落後的國家，人民的平均壽命要達到

七十幾、八十歲是稀鬆平常的事，婚姻不對盤，可能要熬個四、五十年的時間，才能

熬到老、熬到死，誰會有那麼多美國時間去跟不適任配偶瞎攪和，若還要像被傳統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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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禮教觀洗過腦的愚夫愚婦那麼樣百般隱忍對方的呀壓迫、虐待，那還不到老年，

準定人就先瘋了。因此現代人遇到不愉快的婚姻自然是傾向於早點結束它、重新再出

發。平均壽命變得如此之長，再加上對個人主義、個人價值觀的重視，致使現在的人

敢於以離異的手段及早結束不愉快婚姻，而非陷入傳統古人的認命窠臼中，這與講不

講求倫理道德無甚關係，反而可以視為一種時代的進步與觀念的提昇。而究其本源，

平均壽命的增長確實是導致此項社會變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