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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 !" 世纪 #"

年代! 只有 $""多

万美国人独自生

活! 独居户数仅占

全美人家的 %&" 那

个年代! 人们轻易

不会选择独自生

活!除非迫不得已"

当年的独居人

士更常见于西部各

州!例如阿拉斯加#

蒙大拿和内华达等

地" 这些地方相对

偏远#人口稀少!大

量依赖外来劳力" 到此打工者

大多为单身年轻男性! 他们为

挣钱远赴他乡! 不得已独自生

活" 一旦攒下些钱#年纪大了!

这些人终将结束单身! 结婚生

子!过上传统的居家日子"

现代社会孤独难题
有家室者亦会遭遇
! ! ! !对于终老一生的选择!独

居者也难免有不安与惶恐" 他

们的普遍顾虑如下$ 没法要孩

子# 难以维系稳定且持久的恋

爱关系# 招致人们怀疑自己婚

姻失败# 一旦生病或步入晚年

没有依靠%%

然而!社会学家埃里克&克

利嫩伯格指出! 上述问题并非

独居者所特有" 在生活节奏日

益加快的现代社会! 选择结婚

生子的人们也同样会受上述问

题困扰" 独居者受 '孤独感折

磨!总想做出改变!令生活更圆

满!(他说!'已婚者和有家室的

人亦然" (

3300万美国人选择独居
能拥有更多时间空间 有助于实现自我价值

瓦解传统社会结构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克利嫩

伯格认为，独居兴起是美国社会经
历的最深刻变革。

!"#$年统计显示，有近 %%&&

万美国人独自生活、自立门户，他们
在全美所有户数中比例高达 !'(。
独居人家和无子女的丁克家庭已成
美国最主流的居家生活方式，所占
比例高于由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
庭或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今罕见“过渡

型”独居者，即成家前短暂独自生活
之人。研究显示，一旦独自生活 )年
以上，这些独居者极有可能终身维
持孤家寡人的生活方式。在美国，除
了育有子女的夫妻，独居者的生活
状态最为稳定。与 )&多年前的情况
不同，他们更常见于城市之中。从西
雅图到迈阿密，从明尼阿波利斯到
新奥尔良，美国各城市独居者所占
人口比例在增长。
自出现以来，独居者就被认为

是孤独的代名词。一部分社会学家
甚至担心，独居生活方式的兴起将
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以家
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

政治学学者帕特南在 !&&&年
出版书籍《独自打保龄球》指出，由
于传统社会结构日益瓦解，美国人
的生活品质大不如从前。
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奥尔兹和

施瓦茨最近出版新书《孤独美国》。
他们在书中警告，“日益增长的孤
单”和“国内社会隔绝的动向”正在
损害美国人的身心健康。

重新定义孤独含义
独居者一定觉得孤独、寂寞吗？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克利嫩伯

格指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独居生
活方式的兴起令美国人更加孤独。
目前已发表的不少学术文章强调，
社交行为的质量而非数量才是衡量
人们是否孤独的有力“指标”。
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学教授卡

乔波曾与人合著《孤独》一书。他在
书中指出，是否独自生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感觉寂寞。

不少离异或分居的夫妻常常抱
怨，最孤独之事莫过于与毫无共同
语言之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接受
克利嫩伯格访问的海伦两度离异，
如今独居。她承认，自己在每段婚姻
中都不快乐，一直渴望独自生活。
克利嫩伯格访问了 %&&多名独

居者，并仔细梳理有关学术文献，结
果发现，大部分独居者根本不是孤
独、落寞的主儿。
大量证据显示，与非独居者相

比，大部分独自生活的人拥有更精
彩的社交生活。数码时代的到来，令
独居者更容易交到朋友、参与社交

活动。独居非但没有令他们陷入“与
世隔绝”的可悲境地，反而令他们更
加踊跃地接触他人和社会。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没有

了家庭义务和同居关系的束缚，独
自生活的人们更为自由地寻求一种
所谓的“个人异教”。他们通过社交
网络彼此联系，往往能够在短时间
内一呼百应，走出家门聚到一起。

最大优势在于自由
独自生活并非当今美国独居者

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完全可以与
家人同住，或者寻找室友。然而，大
部分人仍然选择独居，其中原因甚
至关系到人生观和价值观。
独自生活最大的优势莫过于自

由。独居者可以在自己愿意的时刻，
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得充实、有趣。

接受克利嫩伯格访问的人中，
朝气蓬勃、个性引人的独居者比比
皆是。女律师埃拉热爱旅游。多年独
自生活使她有足够时间发展这一爱
好，还从其中得到磨练，变得更加勇
敢自信。已经步入晚年的琼坚持独
自生活，她珍惜自己享有的“自制”
和独立，不愿依赖或卷入几个成年
子女的生活……
独自生活，让人们有机会认真

思索“我是谁”、“我要怎样的生活”
之类的问题，并为此付诸行动。

除赋予人们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之外，独居还令他们得以追求个人
自由、学会自我调节并不断实现自
身价值。克利嫩伯格认为，独居不单
纯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有利现代
人身心健康的“恢复性独处”。袁原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甚至选择终身
独居。有人担心这会瓦解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结构。
然而，也有社会学家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这体现了
当代人追求自由、懂得节制和实现自我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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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下“卖身契”
去年 %月，!'岁的印尼农民尤

斯里尔与劳务中介公司签下合同，
以为自己得到一份体面工作，却不
成想因此签下“卖身契”。
根据这份用工合同，劳务中介

公司 !"#$% &'()% *$+,（*+,）将尤
斯里尔安排到一艘外国渔船上捕
鱼，月薪含奖金为 !-&美元。这笔钱
是尤斯里尔梦寐以求。他要照顾身
怀六甲的妻子。
这份合同最终成为尤斯里尔的

梦魇。根据其中规定，尤斯里尔不仅
每个月要缴纳中介费用，还需将每
月收入的 %&(上缴中介公司作为
押金，只有服务期结束才能取回。
此外，合同还规定，尤斯里尔工

作头三个月为无薪试用期。在余下服
务期内，一旦工作表现不能令雇主
“满意”，他将被遣返印尼，并扣除

#&&&美元机票费。至于何为“满意”标
准，合同语焉不详，只注明尤斯里尔
必须完成雇主每天要求的工作时长。
合同最后一条更是深度“套牢”

尤斯里尔，警告说如果他在完成服
务期之前自行离开工作岗位，其家
人将为此支付 %)&&美元罚金。这笔
罚金远远高出他服务期内所有收
入。糟糕的是，为了得到这份工作，
尤斯里尔不仅将家人姓名和住址告
知中介公司，还将自己名下土地予
以抵押。

公海做“奴隶”
签署合同第二天，尤斯里尔和其

他印尼渔民被送往新西兰达尼丁。几
个小时后，他们登上在韩国注册的
“梅利拉!&%号”渔船，出海捕鱼。

这是一艘全长近 -&米、有着 !-

年历史的渔船。船上装备简陋、老化，
尤斯里尔等渔民居住的船舱霉变、潮

湿。由于没有烘干机，渔民们经常一
连几天全身湿透没有换洗。
“梅利拉 !&%号”每次出海打渔

至少 !个月，在离岸 #!海里到 !&&

海里的公海作业。每当渔船收网捕
鱼时，尤斯里尔等十几名渔民就开
始卸货，清洗、切割、冷冻拖网捕获
的各色海鱼。
工作时，他们非但没有必须的

安全装备，还被要求日夜无休地干
活，哪怕想喝口水或上厕所，也会遭
到辱骂和殴打。在这艘老旧渔船上，
尤斯里尔等人每天工作 #-个小时
是家常便饭。
在艰苦环境和超长工作的双重

压力下，“梅利拉 !&%号”渔民事故
频发。在船上卸货时，尤斯里尔的工
友鲁斯兰左手两根骨头被绞盘折
断，直到 %个星期后才允许到医院
接受治疗。出院后第一天，鲁斯兰即
被要求上岗，但他已无法完成任何

工作并因此被辞退。
中介公司最后付给鲁斯兰 %个

月报酬共 %%)美元，但没有支付他
任何医疗费用。由于鲁斯兰擅自接
受调查者访问，中介公司将他永远
列入“黑名单”，不予介绍其他工作。

弃船求权益
遭“梅利拉 !&%号”奴役 '个月

后，尤斯里尔和其他 !%名工友终于
不堪忍受，提出抗议。
几天前，船只停靠新西兰利特

尔顿，有一位劳工部独立调查员登
船访问，向他们提供了一份情况说
明书。其中说明，根据新西兰法律，
船上成员有权享受每小时 #!美元
的最低工资，即使扣除税费和汇率
因素，渔民仍因得到平均每小时 #

美元的报酬。
“梅利拉!&%号”的船长对此不屑

一顾，威胁将他们返回原籍。抗议无
效之后，尤斯里尔等!.名渔民在去年
$$月弃船上岸，到利特尔顿工会教区
教堂寻求庇护。当地两名热心公益的
律师自愿为他们打官司，讨回公平。
尤斯里尔等人在“梅利拉!"%号”上的
悲惨遭遇这才得以曝光。
然而，尤斯里尔等人维权的道

路并不顺利。当初上岸的 !.名渔
民，有 !!人因为害怕遭到遣返而重
新回到船上工作。
只有两名渔民拒绝与中介公司

签署调停协议，尤斯里尔是其中之
一。在“梅利拉 !"%号”上卖命工作
'个月，尤斯里尔至今只被支付了
平均每小时 )"美分的薪酬。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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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障尤斯里尔等渔

民的基本劳动权益是全

球渔业的共识! 但由于

这方面的法律条例存在

盲区难以实现"

在美国! 大部分渔

业企业和海产品零售商

承诺!不与存在劳工权益

不良记录的供货商做生

意" 加利福尼亚州今年'

月通过的一项法案要求!

全球销售过亿美元的零

售商必须公开其监督及

打击奴役用工的记录"这

项法案适用于在加州做

生意的(!""多家企业!其

中有不少渔业公司"

'梅利拉 !"(号(等

渔船的捕获产品几乎全

部销往新西兰联合渔业"

这家当地最大的海产品

批发商否认!与之有生意

往来的船只存在侵犯劳

工权益的案件发生"

新西兰移民当局也通过电

子邮件回复!其所在部门有!名

监察员! 每!到(年会登船检查

每艘外籍渔船的用工情况"他

引用当地警方记录显示! 渔民

对船主的投诉止于对 '工作条

件不满#)微不足道的* 人身攻

击#工作场所威吓和欠薪(等纠

纷!但不存在对渔民的'拐卖(

或'奴役(等严重侵权行为"

实际上! 正如新西兰联合

渔业所有人安德烈&科特齐卡

斯所言!尽管新西兰有'上千页

用意良好(的劳动法!但压根不

适用于离岸 '!海里外的公海

之上" 那里!正是'梅利拉 !"(

号(这样的渔船作业所在"

海上“包身工”维权大不易
媒体曝光国际捕鱼业压榨劳工黑幕

国际捕鱼业每年产值
850亿美元，渔民是维持该
产业运转的最基本环节，他
们不少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穷苦劳工。美国《新闻周
刊》记者跟踪采访受雇于外
国渔船的印度尼西亚渔民，
揭露他们在新西兰附近公
海捕鱼近乎奴隶般的遭遇，
暴露国际捕鱼业巨额利益
链条上的劳工权益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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