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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的法国人越来越没有自信
文 ! 欧诗 雨农

自认贫穷孤独肥胖不美 实际情况可能并不相符

! ! ! !你孤独吗？你贫穷吗？你健康
吗？法国近期接连发布的几项调查
结果显示，多数法国人在面对这三
个问题都会作出肯定回答。不过，大
数据的实际情况可能与他们的认知
并不相符。

贫困率下降
贫穷感上升

法国战略研究统计局本月初公
布的一项统计结果称，法国人感觉
自己越来越穷了。或许是因为受到
“黄马甲”运动影响，"#$%年底一项
数据显示，$%&法国人自认为比前
几年更穷，而这一数字在前一年还
只有 $'&。
在法国衡量贫困的标准，是在

接受补贴后，月收入依然低于国民
收入中位数的 (#&，即低于 $#"(

欧元。而研究显示，在受访的法国人
看来，每人每月需要最少收入 $)(#

欧元才能“过得下去”。
贫穷感在农民、工人和上班族

中最为常见，高达 "*&工人感到贫
穷。而在从事中间行业（主管、技术
人员、销售人员和行政人员等）的法
国人中，有 )&受访者自认贫穷。在
上班族中，感到贫穷的比例达到
$+&。此外，高达四分之一受访者认
为，,年内可能陷入贫穷状态。
对于民众普遍的哭穷声，法国

政府表示很委屈，认为已经在社会
福利方面投入了“大钱”。数据显示，
法国 %%-万贫困人口平均每月能获
得 '+,欧元社会救助，仅 "-$)年政
府发放的社会福利津贴就高达 %$-

亿欧元。
但民众对贫穷的直接感受与实

际贫困率并不相等，数字证明法国
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
"-$)年，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津贴
达 %$-亿欧元，包括 '$'亿欧元家
庭补贴、$%-亿欧元住房补贴和 ,-

亿欧元就业补贴。其中仅社会最低
收入补贴就达 "(,亿欧元，占当年
国内生产总值 $."&。

"-$( 年法国有 %%- 万贫困人
口，平均每月能获得 '+,欧元社会
救助。法国战略研究统计局研究表
明，法国贫困率因为这些社会福利
从 ""."&降至 $+&。

虽然不疏离
感觉更孤独

除了穷，法国人还觉得自己很
孤独。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局
一项有关疏离关系的调查报告显
示，三分之二受调查者虽然不“疏
离”，却自称多数时间都感到孤独。

报告对“疏离”的定义是：$(岁
以上，一个月最多只与朋友或家人
联系一次（包括见面、电话或实时通
信联系）。这种人际关系上的极端疏
离者，在法国 $(岁以上人口中约占

'&，以 +-岁以上男性居多，学历不
高或无业。社会学家认为，人际关系
上的疏离与经济弱势、失业、退休、
健康恶化有关。当他们陷入困境时，
获得帮助的机会比一般人少三成。
不过，与中国相似的是，法国人

也重视社会交流的文化，因此这些
“疏离者”的比例 $-年间一直维持
稳定，并没有显著增多或减少。七成
受调查者每个月至少与家人见一次
面，),&受调查者每个月至少与朋
友见一次面。他们同时表示，由于社
交网络和智能手机发展，与家人朋
友联系的方式增多了，远距离联系
在过去 $-年间明显增加。

纵观法国 $-年来的社会疏离
与孤独现象，可以说，疏离群体数字
维持稳定，但适应疏离的方式改变
了。而且，社交网络很容易让人把自
己的生活与其他人比较，使孤独比
以前更加折磨人心。

肥胖率翻倍
却视而不见

除了贫穷与孤独，还有一件事
法国人的自我感受与实际情况很不
相符，就是肥胖。

法国卫生部 %月底数据显示，

近四分之一法国青少年超重或处于
肥胖状态。报告显示，青少年超重的
主要原因是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
以及沉迷社交网络或电子游戏。家
庭较不富裕的孩子超重的比例比出
身良好家庭的孩子更高，因为他们
经常不吃早餐，饮食不均衡，还会花
费更多时间沉迷于电子产品。

这个数字让法国人大吃一惊，
引发广泛讨论。实际上，“苗条的法
国女郎”这一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使
很多法国人拒绝认为自己身体不健
康。法国调研机构早在 "-$"年就发
现，超过 $+--万法国人超重，将近
)--万人肥胖。"-$+年一项调查也
显示，在法国，被调查者对自我健康
的感觉和现实存在很大差异。)(&

法国人认为自己很健康，都声称自
己有很好的饮食习惯并定期做体育
运动。然而事实上，法国有 '-&的
人体重超标，$(&的人肥胖。过去
+-年中，法国肥胖率翻了 '倍。
另一项以女性为对象的调查显

示，法国南北方之间存在体型差异。
法国北方女性有 ""&属于肥胖体
质，而在南方只有 $"&。专家分析，
这和气候有很大关系，北方比较冷，
人们消耗少，并且身体需要脂肪抗
寒，自然会比南方人胖一些。

法国肥胖人口并不少，但是人
们倾向于对此视而不见。法国《世界
报》"-$)年报道，法国一半人口面
临肥胖和超重困扰。在法国找工作
时，年龄是最重要的歧视因素，其次
就是体重。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法国对
肥胖人士的歧视更普遍，这和民众
观念有关。很多人觉得自己生来很
瘦，也会一直这么瘦下去，肥胖的人
只是缺乏自控力，少吃一口就会好。

!美丽压力"大
女性不自信

说到法国女郎，人们往往与自
信、美丽、苗条等褒义词汇联想起
来。但最新一项“美丽调查”显示，法
国女性对自己的美越来越不自信。

民调机构对英国、德国、法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五国女性调查显
示，法国女性中 (-&觉得自己相貌
平平，$%&觉得自己不够漂亮，认为
自己漂亮的仅 ""&，是五国中最低
的。在自信度最高的意大利，'*&女
性认为自己漂亮。
现代社会通常简单地将胖和丑

直接挂钩，但本次调查发现，法国女
性肥胖率只有 $(&，低于五国平均
水平 $*&，更远远低于最高的英国
（"$&）和德国（"-&），然而美丽自
信度却和这两个国家持平。法国有
"*&女性认为她们的伴侣比她们好
看，在五国中占比最高，也从侧面反
映出法国女性自我认知最低。
分析人士认为，法国女性越来

越不自信的原因，部分来自“美丽压
力”。法国女性享有纤细和时髦的盛
名，尤其首都巴黎被时尚氛围笼罩，
整个城市的审美都在驱动女性变得
更瘦，给她们灌输一种“你还不够
美”的潜意识。所以就算法国女性身
材实际上已经很好，但是由于社会
文化因素，她们对自己永远处于不
满状态。

! ! ! ! !费加罗报"引述疏离关系

调查报告作者之一勒格雷的话

报道称# 现在的人没有像以前

那么疏离# 因为新科技提供了

新的人际互动可能性# 而且法

国文化重视社会交流# 喜欢与

人见面$欧盟报告也显示#法国

有 $"&成人每月最多见一次

熟人# 而欧洲整体平均水平是

$%&#法国情况相对较好$

但勒格雷同时表示# 这没

有什么值得庆幸的$ 远距离联

系并不会消除孤独感# 而且没

有能力远距离联系的人会觉得

比以前更边缘化$ 客观上可依

据互动频率来衡量人际疏离程

度#但孤独属于主观感受#与互

动频繁与否没有关系$ 这也说

明了为何约有三分之二受调查

者虽然并不疏离# 却自称多数

时间都感到孤独# 其中很多是

因为失业%失恋或搬家$

专门负责协助疏离人群的

社会援助组织代表贝尔巴席

说#法国人普遍越来越孤独#个

人至上的社会制造疏离# 迫使

人们事事靠自己#&来向我们求

助的人# 很单纯地就是自己再

也无能为力'$

! ! ! !曾经获得 "-$( 年环球小

姐桂冠的 "(岁法国模特伊丽

丝(米特纳尔 )月通过社交媒

体发布一张素颜照片# 没想到

却引来众多网民# 甚至是女网

民的言语攻击$

很多网民在照片下方留言

道)&肉体满分# 但是没有化妆

的脸#大众脸#失望$ '&身材真

棒# 但要是没有化妆品您就是

个路人甲$ '

面对网民的恶意# 伊丽丝

在之后发布的内容中写道)&如

果女性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互相

诋毁# 你们还怎么指望我们的

小姐妹们有自信# 你们还怎么

期望她们展示真实的自己并接

受自己$化妆品很好#也正是为

此我们略施粉黛$ 但真正重要

的是鼓励女性无论在有无化妆

品的情况下#都去爱上自己$ '

&环球小姐'选美比赛不仅

比拼参赛选手的外形# 她们在

舞台上的言谈举止甚至行走姿

态#都是评分参考$

远距离联系
难消除孤独

模特素颜照片
引来言语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