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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婚后后改改姓姓
日日本本人人以以后后全全姓姓佐佐藤藤

根据吉田浩团队的研
究，“佐藤”已经是日本的第
一大姓，目前在总人口中的
占比是1.529%。加上结婚、
离婚、出生、死亡等变量之
后 ，姓“ 佐 藤 ”的 人 数 在
2 0 2 2— 2 0 2 3年增加了
0.83%。吉田浩将此作为增
速参考，估算在现有“夫妻同
姓”及医疗水平之下，“佐藤”
以每年0.83%左右的增幅上
升，到2446年，会有一半的
日本人姓“佐藤”，到2531
年，所有的日本人都会姓
佐藤。

日本并非姓氏寡淡的国
家。在平民刚刚能够拥有姓
氏的明治时代，全日本有多

达13万种姓氏。即便到了
如今，“夫妻同姓”实施日久，
有 5 万 种 姓 氏 正 濒 临 灭
绝——— 掐指算算，还有8万多
种姓氏残存。

500年后，为何有“全是
佐藤”这样的窘境？

罪魁祸首便是吉田浩教
授不断提到的“夫妻同姓”制
度。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
家，夫妻双方缔结婚姻关系
后，生活中的种种或许都会
逐渐绑定在一起，但意味着
自己“来处”的姓氏，一般不
会因婚姻而随意更改。

日本则完全不同。日
本《民法》第750条规定：夫
妻结婚时，必须使用丈夫或

妻子其中一人的姓氏，用作
婚后共同姓氏。日本《户籍
法》第74条则规定：结婚申
请需要填写“夫妻共同使用
的姓氏”。除了和外国人结
婚拥有“夫妻别姓”的选择
权之外，在日本，“夫妻同
姓”是法律白纸黑字的强制
规定，是缔结婚姻的必要
条件。

夫妻同姓制度由此对姓
氏的“生死”产生了“大鱼吃
小鱼”般的集合效应，只要有
新人结婚，就会有姓氏被“吃
掉”。直到剩下的都是大姓，
小众的姓氏消失，再到最后，
只有一个姓氏“胜出”。

越来越多人姓“佐藤”，

乃至整个日本都姓“佐藤”，
有什么不妥？

除了姓氏本身带有的历
史文化内涵逐渐湮灭之外，
越来越多的“佐藤”，也将为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与我们
日常去掉姓氏称呼名字表达
亲切的习惯不同，日本更习
惯于用姓称呼他人，这就会
造成文章开头堪称诡异的一
幕：叫一声佐藤，万人应答，
姓名作为区分符号的意义彻
底丧失。

“可能在法庭上，原告姓
佐藤，被告姓佐藤，法官姓佐
藤，律师也姓佐藤。”

若干年后，当你行走在日本街头，目之所及的冠名店铺全部是“佐藤的店”；走过一个露天篮球场，激
情洋溢的运动员们正聚在一起为自己的队伍击掌加油，散开时，每个人球衣背后绣的名字都是“佐藤”，
只有号码区别着球员的不同；走入地铁站，在汹涌的人潮中，你尝试叫了一声“佐藤”，结果身边的所有人
都静止下来看向你……

先别急着掐自己，也先别笃定这只是一场离奇的怪梦。2024年4月，日本东北大学著名老龄化、经济
和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吉田浩提出了一份名为“2531佐藤问题”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吉田浩及团
队通过模型推算出，如果日本继续施行现有的、法律规定严格的夫妻同姓制度，那么到了500年后———
2531年左右，所有的日本人都将姓“佐藤”。

喊一句“佐藤”，所有人都回头的噩梦场景，将从荒诞的想象走向残酷的现实。

为什么“大浪淘沙”，留
下“佐藤”？

事实上，“佐藤”这个姓
氏也是过去日本人对“太多
人姓同一个姓氏带来诸多不
便”反思下的应对产物。

在极为重视门第、家世
的早期日本，姓氏最开始使
用出生地或地名来命名，简
单明了地向他人展示自己的
地位。在飞鸟时代，“藤原
氏”家族显赫，人丁兴旺，以
至于姓藤原的越来越多，在
一定区域范围内，差不多也

形成了叫一声“藤原”，大家
都回过头来的窘境。为了区
分，人们就把“藤原”与朝廷
的一个职务“佐”相结合，形
成了新的姓氏“佐藤”，用以
与过多的“藤原”区分。此
后，平安时代的“佐藤”逐渐
成了人丁兴旺的氏族。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的
庶民也被允许拥有姓氏。庶
民没有显赫的出身或是耀眼
的官职，如何为自己取一个
姓氏？“佐藤”“铃木”这样因
为使用人数较多而变得平

常、不起眼的姓氏，成了庶民
的首选。毕竟，在日本的文
化中，不要显得太奇特、“万
人如海一身藏”是重要的国
民性之一——— 姓“佐藤”的人
数由此又迎来了一波上涨。

如今，“夫妻同姓”将“佐
藤”推到了风口浪尖。

“如果大家都姓佐藤的
话，就要加上编号，像佐藤1、
佐藤2、佐藤3这样，只能通过
编号来区分，这样可不是一
个美好的世界。”在关于“佐
藤”问题的街采中，日本国民
都认为，不应该任由“佐藤”
继续蔓延了。

阻止“佐藤”的无限“繁
殖”，甚至无须像百年前面对

“藤原”那样想尽办法分化出

另一个姓氏，而是仅仅需要
修改法律，实施“可选择夫妻
别姓”制度就好了。

“可选择夫妻别姓”区别
于目前施行的“夫妻同姓”铁
律，为缔结婚姻的男女提供
选择的自由：是否“以你之
姓，冠我之名”，全凭自愿。

事实上，这种“可选择”
也是一种众望所归。2022
年，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
对1000名日本国民进行“婚
后是否愿意选择同姓”的调
查，仅有39.3%的国民认为
应当遵循规定；而剩下的过
半数被调查者都认为，在如
今的时代，“可选择”会比
较好。

根据这一比例，吉田浩
教授也进行了估算。如果从
目前开始实施“可选择夫妻
别姓”，那么较多的人便会选
择继续自己原有的姓氏，“佐
藤”的“繁殖”速度就会下降，
到2531年，姓“佐藤”的人将
占总人口的7.96%——— 全员

“佐藤”的恐怖场景，则会推
迟到3310年才发生。

为啥是“佐藤”？

大鱼吃小鱼

我是谁？

针对吉田浩的研究结果，日本媒
体也在街头采访了一些民众。一名
姓“佐藤”的男人表示，即便离2531
年还有很久，但现在的日常生活中，
他就常常会在公共场合碰到有人喊

“佐藤”，几个人同时回头的尴尬场
面，虽然广泛的“佐藤”也有一些好
处——— 就像iPhone总有更多的手机
配件可以选择一样，“佐藤”更容易买
到好看的姓氏刻章、名牌，但这些不
足以让他停止对那些少见姓氏的
羡慕。

与这位“佐藤”同行的男人则姓
“助迫”，是很少见的姓氏。他对此很
自豪，并坚定表示，无论何时，自己都
不会改姓，尤其是改成“佐藤”这种普
通的大姓。

姓“助迫”的男人能够拒绝被改
姓，但姓“助迫”的女性却无法保护自
己的姓氏。

虽然日本的“夫妻同姓”制度并
未严格规定必须“从夫姓”，但“夫妻
同姓”本就脱胎于日本传统父权家庭
制度中的“单姓制度”，将男性置于家
庭等级的顶端、视女性为通过婚姻进
入男性家庭的“外人”。保守派人士
小田村四郎在《日本的风气》里曾这
样傲慢地描述：“结婚是人生大事，妻
子改姓感到烦恼是正常的，但正因如
此，她才能亲身感受到婚姻的严肃
性。婚后夫妻同姓，能更好地与对方
感到心灵上的契合，建立良好的家庭
关系。”因此，日本的“夫妻同姓”，
95%的情况下是女方改姓。

改姓为婚后生活带来实打实的
麻烦。新婚女性要花费很多时间，去
更改婚前以自己姓氏开立的银行账
户、信用卡、护照等证件。去海外时，
来不及更改的身份证明可能会带来
无法入住酒店、参加活动等麻烦。甚
至，那些用自己姓氏撰写的学术论
文、获得的专利等成果，在结婚冠夫
姓后，也统统不作数了。

“同一姓氏不仅不方便，还会损
害个人尊严。”吉田浩教授这样说。
而2019年，日本中央调查社的一项
调查数据也佐证了他的观点：日本婚
后女性因随夫姓而感到失去自我价
值的比例高达80%。

繁琐的婚姻制度、麻烦的改姓、
失去的自我……在“我是谁”的迷茫
里，更多的日本人干脆选择不结婚，
他们有的选择在一起生活的事实婚
姻，有的直接保持单身。对于被父权
文化所压制的女性，姓氏问题，只是
一种生存处境的具象，背后更复杂的
性别结构，无疑加剧了令日本政府头
疼的“少子化”。

不过，日本政府显然并不将小小
“姓氏的消亡”放在心上。他们提供
了一个办法：夫妻必须同姓的铁律不
能更改，但是日常生活中，如果愿意，
可以继续称呼旧姓。

在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等无可挽
回的烦恼面前，500年后，是全员“佐
藤”还是全员“覆没”，还真是很难
说—毕竟，生育危机导致的国家消亡
风险，已经在韩国拉响了警报。

据《南风窗》

佐佐藤藤，，罗罗马马拼拼音音
为为SSAATTOO，，在在一一场场33vv33
篮篮球球赛赛中中，，每每个个人人球球
衣衣背背后后绣绣的的名名字字都都是是

““佐佐藤藤””。。

吉田浩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