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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也是家嗎？ 

撰文：吳政庭老師 

 

「單身的人也可以組成家庭嗎？」，「這樣算是一個家嗎？」；相信聽到

單身家庭，很多人會浮出這樣的疑問。隨著社會及時代的變遷，家庭的定義也

有了多元的解釋。我們對家庭的組成，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如果說結婚生子組

成家庭是一種人生的選擇，那維持在單身的狀態，也可以是一種個人的選擇。

經濟獨立的成年人，個人組成家庭，其中包括：未婚、不婚族、喪偶，或是曾

經有過婚姻，但選擇離婚而不再進入婚姻者等。 

單身家庭的樣貌，或許不是我們熟悉的，也可能有所懷疑，因此，筆者就

單身家庭的好處，可能的壓力與迷思、面臨的老化議題，以及尊重單身也是一

種選擇，來一一的作探討。 

一、單身家庭的好處 

說到單身家庭的好處，通常會聯想到因為不選擇伴侶一起進入婚姻，生活

行事安排都有較大的自由度，自己一個人也許比較不受拘束。換言之，自己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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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安排個人的生活，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嗜好，過自己想要的人生。也因為沒

有夫妻或伴侶雙方家族的互動需求或困擾，親族互動的方式與傳統家庭者就有

所差異。 

因為單身可以有更多的心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的需要，「我」想做什

麼，「我」的想法，這是我自己的人生。單身家庭者擁有自己的交友圈，也可

以自由戀愛，加上獨立的起居空間，生活的自由度的確相較於已婚者來得高。

維吉尼亞・吳爾芙曾說過:「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和一筆屬於自己的錢」，雖

然她的原意是唯有如此，女性才享有創作的自由。借用她的話來看待單身家庭

者，卻似也神意相通。 

因為生活所得不需要支出於孩子的生養及教育，等於省下了可觀的育兒費

用與時間成本，金錢管理與規劃考慮的面向自然與有孩子的家庭大不相同，當

然適度的理財規劃仍可擁有較好的生活品質與為未來或老年後做準備。  

單身組成家庭者，常見以飼養貓狗毛小孩等寵物，作為生活的重心。也有

幾位單身者一起居住，彼此照顧作伴，組成單身公寓。 

二、單身家庭的迷思與壓力 

對單身家庭的刻板印象，像是不成熟、不負責任、自我中心、孤僻不擅相

處等。而伴隨著的可能是污名、社會壓力，以及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單身男

性行情看漲，而女性卻是貶值。社會對單身者可能有很多的標籤，像是身體是

否有疾患？性傾向？個性孤僻？自私自利？不願意生養下一代等。單身家庭者

常被認為個性喜好自由自在，都不用跟他人有連結。事實上這是一種迷思，人

能離群索居者甚少，單身家庭者一樣有人際需求，也與原生家庭互動。  

很多時候，光是維持單身就是一種壓力來源。面對家人或原生家庭的疑問，

諸如：你為什麼不結婚？你有什麼問題嗎？ 這是因為成家立業才是人生的安身

立命，這種結構性的霸權概念，造成對單身人士的系統性偏見或歧視（伊利亞

金・奇斯列夫，2019），一般人視為結婚才是理所當然的假設，當旁人問妳／

你有幾個小孩時，就已經預設說你應該結婚生子了。 

而社會壓力最常見於逢年過節了，逢年過節時親朋好友家族親戚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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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大事，所謂的關心，也可能是壓力來源，因為一年中大小節日團圓時刻，

總少不了這樣的關心問候，若是面對這樣的情境，也許試著發展出相對應的策

略，便可以減少這樣的關心壓力。或者試著解釋單身家庭的概念，讓親戚朋友

理解。 

三、單身家庭的老化議題 

 隨著台灣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老化議題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相

較於在婚姻中或有子女後代的家庭而言，單身家庭因老化而產生的健康維持及

長照措施，都值得關注。「一個人的老後」（上野千鶴子，2009）是什麼樣的

樣貌，生活起居、生病照顧／護，乃至急難處理，都需要單身家庭者預先思考

與規劃。 

四、單身家庭是一種選擇 

具備獨立生存的能力，是單身家庭者擁有的特質。很多人以為一輩子不結

婚的人，應該會時常感到孤獨吧？但相較來說，就算處在伴侶或夫妻關係中，

心理上的孤獨，有時並不見得比單身家庭者來得少。孤獨與分離一直都是每個

個體生命中的議題與功課，從生命經驗的累積中，檢視自己的需求與狀態，與

自我對話，逐層撥開照見個人內心最真實之處。 

如前所述，現今的社會，無論是選擇婚姻或是單身，都必須是思考衡量後

做出的決定。單身家庭是一種個人選擇，同時也是一種責任，單身家庭也是一

種家庭型態。個人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如果說美好的生活品質是每個人心所嚮

往的樂園，那麼單身家庭或因婚姻組成的家庭，都同樣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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