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咨询师正在给处于 “离婚冷静期” 的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

像李俞和张力这样“一言不合就离

婚” 的， 并不是个案。

静安法院日前对 80 后家事婚姻案件

数据统计分析发现， 80 后离婚案件数量

快速增长， 且占离婚案件总量超一半，

正成为离婚的“主力军”。

数据显示， 2016年 6月至 2018年年

底， 静安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共受理

离婚案件 2300 余件， 其中 80 后离婚 （年

龄在 29-38 岁之间） 的案件占比超过

40%。 80 后离婚案件受理量在总量中所占

的比重逐年上升。

“女性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占多数。”

静安法院随机抽样调查分析发现， 原告为

女性的离婚案件占比 64%； 原告为男性的

离婚案件占比 36%。

80后成离婚“主力军” 多数由女性起诉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静安区人民法院日前披

露 80 后离婚纠纷案件审判

分析报告显示 ， 如今 80

后 ， 1980 年至 1989 年出

生的人， 正在成为离婚潮的
主力， 且呈现出婚龄普遍较

短、 多数由女性起诉、 性格

不合成主因、 隔代过度参与
等特点。

实际上 ， 80 后的离婚
具有一定代表性， 但也并不

是婚姻 “易碎品” 这么危言
耸听。

为了防止许多年轻夫妻

“一言不合就离婚”， 作为全
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改革试点法院之一， 静安法
院于 2016 年在全市率先探

索设立 “离婚冷静期 ” 制

度 ， 为化解家庭纠纷设置
“缓冲带”。

记者获得的最新数据显
示 ，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年底 ， 共有 240 个家庭
来法院时剑拔弩张， 经 “冷

静” 调解后破镜重圆。

现状

静安法院随机抽样调查发现， 80 后

离婚案件中， 3 年?下婚龄占 46%、 3-5

年占 28%、 5年?上占 26%。 婚龄普遍较

短， 呈低龄化趋势。

“有的甚至婚龄一年都不到，闪婚闪

离。 ”姚轶捷告诉记者，而且，在该院受理

的 80后离婚案件中，无过错离婚较多，离

婚诉由绝大多数为非原则性问题。 其中，

双方性格不合、 生活琐事争吵占比最高，

达到 56%。 父母干预 / 婆媳关系紧张占

8%， 第三者插足占 8%， 被告不负责任占

4%，家庭暴力占 4%，其他原因（如生育问

题、赌博、犯罪服刑等）占 20%。

从“七年之痒” 到“三年就烦”， 部

分 80 后对婚姻多凭感觉， “草率结婚”，

同时对爱情和婚姻又有很多浪漫美好的幻

想， 而一旦步入婚姻生活， 面对柴米油盐

等生活琐事时， 极容易出现分歧和争执，

同时又缺乏妥善处理这些矛盾的耐心和能

力， 极易导致婚姻的不稳定。

“七年之痒”变“三年就烦” 性格不合成主因

为什么在 80 后普遍的低冲突婚姻中

离婚案件高发且数量和比例仍在增长？

静安法院在审判中分析认为， 80 后

?自我为中心、 缺乏家庭责任感、 婚姻

观念的转变、 离婚成本较低等， 是 80 后

离婚率高的背后原因。

在姚轶捷看来， 80 后对于父母的依

赖普遍是比较强的。 “80 后独生子女，

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 结婚时买房

买车， 婚后带小孩， 几乎每件事都需要

父母的帮助。” 姚轶捷说。 在经济与心理

的双重依赖下， 80 后独生子女与父母间

的羁绊格外紧密。 于是， 父母越来越多

地参与到 80 后的婚姻中来。 而父母过分

干预子女的婚姻， 也使得 80 后的婚姻变

得非常脆弱， 在婚姻中比较爱斤斤计较，

不愿意互相让步， 对于婚姻中的分歧与争

吵不断增加。

“很多时候， 往往当事人之间并没有

实质矛盾， 但是因为隔代介入， 反而激增

了家庭矛盾， 双方父母剑拔弩张， 态度强

硬。” 姚轶捷坦言， 有的案件审理中， 有

的当事人双方甚至都不说话不发表意见，

“父母说的比当事人还多。” 此外， 在抚

养、 探望问题上， 隔代介入情感诉求强

烈， 也导致离婚案件调解难度加大。

隔代介入成 80后离婚“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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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年之痒”到“三年就烦”
80后成离婚“主力军” 2年多240个家庭“离婚冷静期”后破镜重圆

因为挤牙膏方式不同而导致离婚的

案例看似匪夷所思， 但其实， 在现实婚

姻中不足为奇。

“我们统计发现， 80 后的离婚诉

由， 绝大多数并非原则性问题， 56%是

因为性格不合、 生活琐事争吵， 导致冲

动型离婚。” 静安区法院少年及家事审

判庭庭长姚轶捷告诉记者， “有的真就

是‘一言不合’ 就闹离婚。”

李俞和张力是一对 80 后夫妻， 双

方都是知识分子， 自身条件都很不错，

可谓门当户对。 来法院诉讼离婚前， 两

人感情一直很好， 育有一个女儿。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一定要离

婚。” 李俞态度十分坚决。 “我不同意

离婚。” 张力则持反对意见。

当法官询问为何要离婚， 才发现导

火索竟然是装窗帘期间的几句争吵。

原来， 事发当天， 张力和李俞的新

家需要安装窗帘， 张力便自告奋勇“上

场”。 安装完毕后， 张力便从窗台上下

来休息了。 李俞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

人， 一看丈夫装完窗帘后上面还有琐碎

的垃圾未清理干净， 便不大开心， 指责

丈夫： “你看你做事情， 就不能弄得干

净一点？”

张力受不了李俞“碎碎念”， 心里

觉得委屈： 我辛辛苦苦干活， 你怎么还

批评我？ 于是双方就争执了几句， 谁知

一旁的女儿见爸爸和妈妈争吵， 便“护

着” 妈妈， 拿东西朝爸爸张力扔过去。

被砸中的张力十分“火大”， 随即

扇了女儿一个耳光。 这下彻底“引爆”

了李俞的情绪， “你竟然为了这点小事

跟我吵， 还动手打女儿。 你根本不爱我

们， 不爱这个家。” .双方情绪失控， 吵

得不可开交， 最终闹上了法庭。

“有不少夫妻， 其实并没有什么实

质性婚姻问题， 有时就是因为几句争吵

被顶在杠头上下不来。” 姚轶捷说。

在法官的调解和规劝下， 李俞和张

力最终达成了和解， 撤回了离婚诉讼。

一言不合就分手

装窗帘引发离婚案

案例

其实， 80 后成为离

婚“主力军” 只是现代

婚姻家庭现状的一个缩

影。 这个从 29 岁至 38

岁的人群， 本来就已经

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坚力

量， 也正经历婚姻阶段

的初始考验。

“对于家事案件而

言， 由于涉及复杂情感

和社会伦理等， 如按普

通案件的审理方式， 往

往不能达到案结事了的

社会效果。” 姚轶捷介

绍， 尤其是离婚案件，

若只是简单判决， 往往

会给社会矛盾、 孩子成

长等埋下隐患。

为了防止很多年轻

夫妻“一言不合就离婚”，

静安法院为化解家庭纠

纷设置了“缓冲带”。

2016 年 6 月， 静安

法院在全市率先探索在

离婚案件审理中设立

“冷静期” 制度。

在离婚案件正式开

庭前， 法官根据案情将

其区分为婚姻危机与婚

姻死亡， 尊重当事人意

愿的基础上， 离婚案件

进入“冷静期”， 在 45

天内， 由法官， 家事调

解员， 心理咨询师介入

进行调解。

记者了解到， 静安

法院通过引入家事调解

员， 构建多元纠纷调解

机制， 挽回了大量濒临

破裂的家庭。

这一做法后来被最

高人民法院写进了 《关

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意见》。 意见明确， 在

诊断婚姻状况的基础上

区分婚姻危机和婚姻死

亡， 对出现感情危机但

尚不符合离婚条件的当

事人， 适用离婚案件冷

静期制度， 冷静期最多

不超过 3个月。

“其实， 我们理解，

冷静期并不仅仅是‘修

好’， 也并不是每个家庭

我们都劝和。 对于那些

无法修复感情的离婚夫

妻， 冷静期还能起到一

个平复情绪， 和平分手，

好离好散的作用。” 姚轶

捷说。

记者从静安法院获

悉， 自 2016 年 6 月试点

至 2018 年年底， 240 个

家庭来法院时剑拔弩张，

经调解后破镜重圆。

离婚冷静期试点 2年余

240个家庭重修于好

举措

针对家事婚姻案件

中的问题， 静安法院分

析认为， 家事审判当事

人普遍心理比较激动，

缺乏理性。 建议在家事

审判领域科学运用心理

干预机制， 采取?家庭

为单位进行整体心理疏

导， 缓和消除负面情绪，

避免当事人后续对抚养

费、 探望权等频繁起诉，

减少矛盾积累。 同时运

用心理学知识帮助家长

改变认知与教育方式，

最大程度减少父母离异

对孩子造成的伤害。

“我们在审判中发

现， 不少年轻的当事人

家庭角色教育欠缺， 即

便婚姻危机暂时性解除，

后续还是存在隐患。” 姚

轶捷建议， 长远来看，

还是要弘扬中国传统家

庭文化。 在社会宣传教

育乃至学校教育中， 应

当增强这方面的教育。

姚轶捷同时建议，

完善判后案件回访和指

导制度， 让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

完善判后回访指导制度

社会共同参与

建议

从当事人角度而言，

姚轶捷认为，婚姻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终身大

事”应当被更为慎重的对

待。当事人作为成年人不

能过分任性， 滥用自由，

应当加强责任意识，不仅

是为社会和谐，也是为了

自身幸福做出努力。

此外，作为父母也应

当意识到，成年子女应当

独立适应社会生活?及

建立的新家庭的运作方

式，而父母的过度干涉对

于新家庭的稳定有害无

益。为了子女的婚姻家庭

幸福考虑，父母应当学会

放手，对于成年子女在生

活上给予更多自主权。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

本细胞， 对社会稳定与

和谐的重要作用。 让千

千万万个家庭成为社会

发展建设的和谐基点，

无疑也是法院推进家事

审判改革的初衷和方向。

（文中涉案当事人

均为化名）

审慎对待婚姻

父母要“放手”

静安法院法官给处于离婚冷静期的当事人们进行诉讼指导 均静安法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