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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福利，全国寄件6元起
免费使用“驿起发”小程序发快递，单单比团购优惠，圆通、申通、韵达、京东、德邦、顺丰
等多家合作，多家比价，上门取件。话费、电费充值优惠。招县市区代理：18630709096

“一旦涉及成绩怎么样、工
资有多少，买没买房、有没有对
象，感觉天就聊死了”“年轻人需
要指点，但不是一年到头见不了
几面的亲戚指指点点”……又是
一年年关将至，回老家走亲戚，
已经成了让不少年轻人压力倍
增的事情。

疏于与非直系亲属发生过
多交往，这一现象被部分学者称
为“断亲”。新生代年轻人真的

“断亲”了吗？断的是“真亲情”还
是“伪善意”？从重构亲缘关系、
重塑情感纽带到提供成长支撑，
读懂年轻人“断亲”背后的深意，
才能促成他们“出走”后的“回
归”。

拒绝成为长辈攀
比的谈资

2024 年，有关年轻人“断
亲”的话题还在继续。似乎当代
年轻群体已不再重视“血缘关
系”，甚至有网友开始担心传统
亲缘关系的维系已经面临瓦解
的危机。“没有共同话题，相处起
来很尴尬”“一些亲戚毫无边界
感，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管”

“ 拒 绝 成 为 长 辈 攀 比 的 谈
资”……这些留言透露出年轻人
选择“断亲”较为集中的原因。

由于生长环境、接触的事物
不一样，如今的年轻人与老一辈
家庭成员之间，思维处事方式已
有了很大不同。在你看来没什么
的，其实会深深刺痛我；你觉得
很重要的，在我看来其实很没意
思。“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话不投机半句多”，尤其是关系
没那么亲近的，也就没必要忍
了。

“我父母那一代，小时候和
亲戚一起在村里，隔三岔五见面
串门。但我没见过上一代亲戚多

少面，和我这一代的人也都五湖
四海的，又能有多少亲情？”华东
师范大学学生王伊灵说。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
小武开展的问卷调查进一步证
明，“本来就不熟”很可能成为年
轻人选择“断亲”的前提。调查结
果显示，18 岁以下群组里，“和
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
系”的比例高达 63.1%，26岁—
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

“偶尔与亲戚有联系”。
与此同时，Z 世代（通常指

的是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
人群）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高度
依赖互联网，围绕互联网构建其
生活方式，长辈所坚持的传统亲
缘关系、情感纽带、社会支撑体
系，在当代年轻人看来未必不可
替代。

读懂年轻人反感
的究竟是什么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
“六亲不认”了吗？这个“帽子”可
不能轻易扣。正如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教授王德峰所说，所谓“断
亲”的根源是社会转型，是基于
现代契约精神的交往规则，与传
统宗族伦理基础上建立的亲缘
关系之间的碰撞。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2 年 中 国 城 镇 化 率 为
65.22%，而 2000 年中国城镇化
率为36.22%。这意味着，22年间
超 3亿人从农村搬进了城镇，大
量人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农村开
始各奔东西，传统的家庭结构逐
渐被打散，年轻人不再像父辈那
样生活在同一村落或社区。

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回到
乡村去“逛一逛”，感觉不适应而
保持距离，被社会理解成了“断
亲”。也不是真断了，伯伯还是伯

伯、婶婶还是婶婶，只是不轻易
承认在这种亲属关系中的权威，
以及在此基础上必须承担的伦
理责任。

不可否认，当代年轻人面临
着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自己都

顾不过来，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
与七大姑八大姨们深入交流。同
时，年轻人对社交生活的边界感
更为敏感，传统的走亲戚、聊家
常成为一种负担，甚至产生并不
愉悦的社交体验。

“明明没见过几次面，没聊
过几次天，一上来就要你把个人
隐私全都交代清楚”“表面上关
心，实际上拿自己的孩子和你疯
狂作对比，各种 PUA 你”“你一
直成功还好，一次失败，你的亲
戚就会扎堆涌过来看你笑话”

“说是帮助，实际上把姿态搞得
像施舍，日后不论你做什么都会
提及那一次小小帮助，你不感激
到位就会被说成白眼狼”……网
友们认为，但凡有这些行为的亲
戚，都可纳入“没必要往来”的行
列。

也就是说，反感的不是亲缘

关系本身，而是伪装的善意。反
感的是以“为了你好”为名义颐
指气使，说刻薄的话、行凉薄的
事。很多事情，本就是尽人事听
天命，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亲
戚们又何苦还要“围观看戏”“往

伤口上撒盐”？
正如胡小武在研究中指出，

因拆迁、借贷、财产继承、家庭攀
比等造成的心态失衡，让亲缘之
间的“利益冲突”逐渐超越“利益
链接”的比重。尤其是亲戚相互
之间的攀比，磨灭了亲情。对方
过得好自己不高兴，自己过得好
对方不高兴，彼此之间多了一些
薄情寡义，孩子也变成相互攀比
的工具，看着长辈们之间的“明
争暗斗”“演来演去”，年轻人只
会更抗拒走亲访友。

期待“出走”后的
“回归”

“父辈们花费时间、精力、财
力维护的亲缘关系，年轻人却并
不看重。”对于这样的论断，显然

是一种误读。实际上，当代年轻
人无比渴望真正的亲缘关系和
家族凝聚力，可以成为他们漂泊
中的浮舟、受伤后的港湾。

“疫情暴发之初，知道爸爸
感染了，我又困在海外回不来，
在视频里一直哭。是叔叔婶婶一
直照顾着我爸妈，到处托关系帮
我订到机票，之后也是分散在不
同地方的亲戚，以各种方式守护
我回家。危难时刻显真情，有家
人罩着的安心和感动，我永远不
会忘记。”和谐的亲属关系，对缓
解年轻人“孤军奋战”的心理状
态和现实处境至关重要。

王德峰认为，正如家族企业
发展要适应市场竞争的规则进
行调整一样，延续家族命脉也需
要适应年轻人的需求而调整。长
辈要认识到社会的变革和转型，
不能用原来那套传统价值观念
来评价现在的年轻人。

改变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亲
戚的“不在场”，让家庭亲缘关系
成为“释压舱”，真正的亲情，是
包容、体谅、温柔以待。和谐的亲
属关系，是相亲相爱、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

尤其值得长辈亲戚反思的
是，对于年轻人本身已感到压力
山大的事情，比如就业、婚恋等，
不要“单刀直入”地关心、“居高
临下”地评价，而是先从看似无
意义的闲聊，从年轻人感兴趣的
话题开始，“融入”而不是“介入”
年轻人的生活。让“过来人”的教
训和建议，走得慢一些、温和一
点。

从“断亲”到“认亲”，从“出
走半生”到“回归家庭”，或许只
有经历足够多的跌倒和爬起，与
长辈们在人生轨迹上隔空重合，
才能让年轻人不再反感，而是以
更成熟的思维理解关爱的力量，
发现亲缘关系中蕴含的真正价
值。 据《半月谈》

“断亲”现象背后——

年轻人反感的究竟是什么？

记者近日连续采访北京、河
北、广东等地各行各业 20多位
劳动者发现，其中超过 15位职
场人存在“隐形加班”情况，而且
超一半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
何形式的补偿，如加班费、调休
等。

全天随时待命
隐形加班无处不在

加班到 21 时已是常态，忙
项目时加班到22时甚至23时也
是常有的事儿，但这些在赵凯心
里都不算什么，最让这位在深圳
某互联网大厂做产品运营的小
伙子痛苦的是：回到家都零点
了，部门领导还在工作群里发消
息，提醒大家没有完成的工作任
务和明天一早就要提交的材料，

“这不就是让我们回家后继续加
班吗？”

“我工作这么久从来不敢关
机，因为部门领导随时会打来电
话。”赵凯吐槽道。

在河北某事业单位工作的
李楠也有此烦恼——24小时待
命工作，下班后仍然要处理社交

软件上的工作，有时候深夜已经
躺在床上休息了，还会接到领导
的视频会议通知。

对于“打工人”来说，“隐形
加班”的内容不止于“社交群回
复工作”。很多时候，“加班”的指
令也是“隐形”的。

北京人罗薇去年入职一家
新媒体运营公司，担任编辑工
作，她没有想到自己加班的内容
远不止于工作。“领导从不会明
确说加班，但会在周四、周五的
时候突然布置任务，要求下周一
完成。接着又改口，周一上午开
会，不如周日发稿吧，这就是要
我周末加班的意思了。”

冯倩也有类似经历。“没有
加班费，甚至都不会提到‘加班’
二字。”她说，有时领导会直接安
排任务，在周末参加各种外拓，

“比如去演唱会门口摆摊推销银
行业务等。对于上班时间以外的

‘工作量’，领导的态度也非常强
硬——必须去，而且没有任何福
利”。

很多人盼望的节假日，在冯
倩这里可能成为“梦魇”。因为秋
季运动会、年会、联谊活动、团建
爬长城爬香山都安排在周末，而

且不准请假。
除了团建活动外，一些早会

晚会也消耗了不少精力。

界定标准尚未明晰
隐形加班举证不易

然而现实中，对于“隐形加
班”还存在法律上举证和认定困
难的情况。不少过往案例显示判
决不支持赔偿加班费，原因包括
劳动者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
明系经用人单位安排加班，未能
证明劳动者所主张的存在连续
性、常态性加班情形。

记者采访时也注意到，对于
“隐形加班”，多位受访者表示不
敢维权或维权难，背后原因就包
括举证难。

“我想维权，但是又不知道
究竟怎样才算‘隐形加班’，也不
知道怎么寻找证据。而且也害怕
得罪领导，或者被同事孤立。”冯
倩哭诉。

怎样确定“隐形加班”的工
作时长也需斟酌。沈建峰称，考
虑到劳动者通过社交软件进行
加班的“工作状态”难以把握，用

人单位不能实时进行监督，而且
劳动者在“线上加班”的过程中
也可以进行其他生活活动的特
点，认为直接将聊天记录体现的
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一天的时间
全部认定为加班时间，对用人单
位而言有失公平。

“数字时代的劳动问题具体
怎样认定、怎么举证等需要在未
来的判例中不断完善。‘隐形加
班案’所表达的裁判思路对劳动
法的理论和制度发展以及劳动
者和用人单位利益的平衡保护
方面都极具启发意义。”沈建峰
称。

强化时间规则意识
考虑引入“离线权”

那么，如何破解“隐形加班”
问题？

沈建峰认为，解决劳动者下
班后“隐形加班”的问题，有三种
思路：一种是否定其构成加班的
可能性；一种是通过立法引入

“离线权”来应对；另外一种是通
过发展适应数字时代的加班制
度来解决。

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例
如法国，率先于 2016 年在劳动
法典中引入了雇员的“离线权”，
即断开工作网络连接从而不接
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权利。

沈建峰认为，“离线权”并不
是简单的加班问题，因为下班后
再联系劳动者安排工作其实已
经属于工作状态。

张丽云也提出，“离线权”的
引入其实是将劳动者的劳动权
和休息权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8 小时之外的时间可以拒绝接
听劳动安排的电话。如果因为拒
绝接听电话而追溯责任，这是不
成立的。尽管我国的法律制度并
未提及“离线权”，但是制度上对
于加班的最长时间是有限定的，
也是对劳动者基本休息权的保
障。

受访专家均表示，只有企业
管理人员和员工都树立了强烈
的工作时间规则意识，包括尊重
和保护“离线权”的意识，“离线
权”等工作时间规则才能得到有
效实施。
（文中受访劳动者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24小时待命不许关机 早会晚会团建不准请假

下班后，你还在“隐形加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