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旋

快过年了，又到了单身男女们的煎熬
时刻。中国的老人们，永远不缺乏两种热
情：一种是催儿女结婚，一种是催儿女生
娃。

前几天，一个不到30岁、年入50万的
小伙子，勇闯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被守株
待兔的阿姨们抓个正着。在了解小伙子的
具体情况后，给他下了定义：无房无户口无
稳定工作，“三无产品”。

房子男方出首付，婚后一同还贷款，阿
姨们觉得不太行“我们就是没房，才要求男
方有房的”，老家有五六套房子也不行。

要求这么高，阿姨家条件一定很好
吧？“我女儿月入7000元，但她是护士，
工作很稳定……”寒风中凌乱，小伙子最后
逃离了现场。

相亲，上海有人民公园，北京有中山
公园，深圳有莲花山公园。在这里，有着
最神奇的画风：明明属于年轻人的相亲，
却成了一群老年人的盛会。他们早出晚
归，挨个比对信息，抄下号码，然后与对方
互相勉励一番，一天过得充实又满足。然
而，父母这边在高要求相亲，可年轻人已
经不想结婚了。

相亲到底相什么

为了占个好位置，叔叔阿姨们早早起
床，穿上最精神的衣服，背上最贵的包。他
们的心思，儿女们接受吗？按老人的话说，
多数都不配合：“女儿觉得我多事，她都28
岁了，也不谈恋爱，整天忙。要不加班，要
不就和朋友出去玩儿，说自己还小……”少
有配合的，也只是因为来相亲角，让父母生
活有了奔头，顺便锻炼身体。

与其说为了帮孩子相亲，不如说，只是
缓解了老人自己内心的焦虑：那种羡慕他
人，可自家孩子却没走预定路线的焦虑。
其实，如果你懂中国文化，你就会懂中国父
母的焦虑。

被逼婚的人，一定都听过这样的话：
“妈妈的同事，现在抱孙子了，都不出来
打麻将了”“别人问起你为什么还没结

婚，我都不好意思说”“再不结婚，我都没
法见人了”。

这些在集体主义环境下长大的长辈
们，他们最大的安全感来自于和别人一
样。而不结婚，就是和别人最大的不一
样。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集体认同感。为
了这种认同感，他们可以在不幸福的婚姻
里，牺牲感受，一忍就是几十年。

一位女士跟我说，父母总是催婚，说女
人早早结婚生子好。人生任务完成了，又
有人帮着带，你们想干嘛就干嘛，日子全是
自己的。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结婚生子。
然而，婚姻给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
门。婆婆强势、老公懒惰、自己准备不足，
生活一地鸡毛。她跟妈妈诉苦，妈妈却说，
不稀奇，自己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她震
惊了，她不理解，既然如此，妈妈为什么还
催自己嫁人。

在父母心里，其实有着更深层的恐
惧。有一段婚姻，就意味着有一个家，意味
着有一个人可以依靠，遇事有人可以商
量。结婚未必幸福，但尚且可以赌一把。
而如果不结婚，面对的将是一个人去扛所
有的风雨。

有些不婚是不敢

可年轻人不一样了。年轻人不需要认
同感吗？并不是。谁都想追求爱与被爱，
想要一个安全美好的生活。有些人不结
婚，是因为不敢。

小敏从小就特别心疼妈妈，明明赚钱
不比爸爸少，但回到家，爸爸什么也不做，
母亲忙完工作，还要回来伺候一大家子。

妈妈说：“你爸爸至少每天回家，不在
外面乱来，已经比对门的叔叔好太多了。”
那一刻，她对自己说，如果男人都这样，我
宁愿不要结婚。

他们看过父母婚姻中的龃龉，就没
办法闭着眼逼自己忍了。这背后，其实
也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重复上一辈人
的生活。结婚就成了妻子、妈妈，那个独
立的“自我”却隐没在各种社会角色里。
如果想活出自己，就可能对家庭、对孩子
有亏欠。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些女孩看到家
族中的人离婚，影响到自己的婚姻观。没
有见过幸福的婚姻模板，所以，就不知道怎
么幸福，也不相信自己能幸福。

从小耳濡目染了婚姻的不幸，目光所
到之处皆是婚姻的苟且，让很多人，对婚姻
望而却步。

我们结婚只为了幸福

什么样的婚姻才能吸引年轻人呢？网
上有个回答：结婚，只是为了有人陪伴，有
人分享，有一份牵挂……然而，现实却没那
么容易实现。

不得不承认，现在仍有一大批婆婆，仍
然认为女人就应该做家务生孩子，男人可
以做甩手掌柜。仍有一批男性，从小被家
庭娇惯，认为娶个老婆回家，是为了伺候自
己及家人。但是这个年代，我们有了拒绝
的底气。我们不再被社会赋予的角色所定
义，而是可以选择自己定义自己。

家庭和工作之间，如何来平衡。选了
家庭的，能力会被忽视掉，唯一的评价标准
是，你有没有把家庭照顾好？选了事业的，
工作和家庭哪个都放不下，只能掏空自
己。所以，有些人不想结婚，他们选择的是
自己。

父母们有一种朴素的乐观主义，自己
不幸福没关系，孩子一定会幸福。其实这
种想法南辕北辙了，只有父母婚姻经营好
了，活得幸福了，孩子才会对婚姻有信心，
才会向往婚姻。

而年轻人觉得靠婚姻靠不住，不想结
婚。这个想法也未必正确，这里有一个很
重要的潜意识，我们只能靠婚姻，或者靠
自己。

其实，靠自己是绝对性的，不管你有
没有婚姻，都得靠自己。不是为了把坏日
子过好才走向婚姻，而是为了把日子过得
更好才选择婚姻。只有在自己过得好的
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收获婚姻的幸福。因
为婚姻不是跳板，也不是补偿，而是一种
锦上添花。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婚姻才是
爱情的归宿。

（作者系心理咨询师、家庭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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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相亲选择相亲 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

备战相亲 提高成功率

又到年节，父母们的花样
“催婚”方式再上热搜，一边是
父母们心急如焚的“代相亲”，
一边是子女们消极抵抗的“等
爱情”。为什么两代人对爱情
和婚姻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差
异。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婚恋
观上、在亲密关系中父母和子
女的需求存在巨大差别。父
母这一代经历过生活的动荡，
他们的婚恋偏向于实用主义，
注重生活的安定。而子女一
辈并没有体验过物质匮乏与
生活艰辛，因此他们更想在精
神世界获得与另一半的连接
和共鸣。

现在，越来越多经济独立
的年轻人不想“将就”着走入
婚姻，更不想再如父辈一样找
搭伙过日子的另一半，他们希
望遇见能互相理解的人。正
因如此也增加了年轻一代获
得爱情的难度。年轻人要试
着学会和父母沟通，进而赢得
父母的理解和尊重。

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的本
能，年轻人无需隐藏对爱的期
待，更不必对抗相亲，即使受
挫，也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
不妨在意识层面把相亲的期
望值放低一点，把社交的范围
扩大点，大大方方去相，放开
手脚去追逐，付出爱、收获爱，
去体会连结的亲密和融洽。

当然，无论是单身，还是
恋爱，都是一种选择，我们希
望的是，一个人时能安心自
在，身处爱情可温暖舒适。

■ 吴限

不得不说，有些朋友是真心想要通
过相亲来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他们也怀
揣了十二分的重视，在相亲这件事情
上。但屡遭滑铁卢，可能是因为经验和
技巧不够。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相亲成功
率呢？

尽量让对方没有相亲感

很多相亲的朋友，其实内心或多或少
都带有一些顾虑：是不是相亲认识，就少
点自由恋爱的纯粹感呢？是不是相亲认
识，对方就主要是看中我的条件，而不是
看中我的内心呢？

所以，如果相亲第一面，开启的话题
就要避免：“你身高多少？近视会不会遗
传？”或者“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什么学
历？你觉得孩子该怎么教育……”这些会
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被挑选的感觉。

这种感觉不仅会验证内心本来就存
在的对相亲的顾虑，增加对彼此继续往后
发展的阻抗，而且也容易给人“找伴侣像
买东西”，“特别着急结婚”等不良感觉，让
人疯狂地扣印象分。

另外，第一次见面就直入结婚主题，
可能会给对方产生压迫感和恐惧感。要
知道，每个人相处都有比较合适的人际距
离。比如，从陌生人、到熟人、再到亲密友
人，这种人际距离依次递减。

作为相亲对象，很多人可能此前并没
有见过，人际距离是相对较远的“北极”。

但是，结婚、生孩子等话题，又一般发生在
关系很亲密的人之间，属于“赤道”范围。
一下从“北极”到“赤道”，跨越太大，会让
人产生人际距离的不适感。

相亲的几点建议

第一步，相亲前。
先做一些准备。在心理层面，要对相

亲的固有认知松一松，它不一定是“婚姻
市场的明码标价”，也不一定是“被迫的拉
郎配”，而可以是一种可以主动选择的扩
大人际圈的方式。相亲的方式，并不会削
弱你对婚姻的自主权。

同时，也做一些实际层面的准备。比
如，先问介绍人多要点资料，对于基本情
况有所了解后再安排见面。选择一个对
双方都比较合适的地方，令人舒适的穿
着，给与彼此基本的尊重。

第二步，相亲时。
可以与对方聊一些婚姻相关条件之

外的话题，如工作、成长经历、兴趣爱好
……在聊天的过程中，去增加对对方的了
解，同时也体会两个人是不是有话聊，这
也是未来过日子的重要基础。

同时，在聊天中，适时表达对对方的
欣赏。它不是一种肤浅或夸张的讨好，可
以是真诚的、具体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表
达。

还可以在聊天中埋一些伏笔。如，在
聊到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时，提到自己平
时喜欢运动，可以说“回头约你一起骑自
行车或打羽毛球”。

第三步，相亲后。
相亲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尾。当

天见面完后，还要在微信上再聊几句，可
以说到家了吗，或者跟你聊天感觉很愉
快。再看看对方的朋友圈，找个话题点
聊。这是在传达一种兴趣度和重视程
度，是加分项。

毕竟，相亲见面只是第一步，爱情的
芝麻能够开门，还有未来很多次见面的
密码。

■ 梁朝晖

最近，一位30+的北
漂姑娘前来咨询，说自
己这几年也有过一些相
亲经历，但却越来越自
卑，越来越害怕，甚至恐
慌焦虑，担心自己会就
这样一个人孤独走下
去。“去相亲的人大多很
现实，我也没有机会认
识什么男生，由于年龄
的原因，现在给介绍的
也特别少。参加过几个
线下相亲活动，特别受
挫。有时感觉生活一片
灰色。”

我概述一下这位姑
娘的问题：30+的未婚北
漂姑娘，缺乏选择对象，
担忧自己不能拥有婚
姻，会孤独一生。

可以试着先评估一
下自己：

1.评估自己是感情
依附度高的人吗？若
是，就想尽方法，主动扩

大交往样本，不寻找难寻到。
2.评估自己是自娱自乐的人

吗？若是，孤独多是一过性的，就能
走慢慢等待缘分、慢慢提升自我的
路，生活的主基调是喜乐的才是对
的选择。

3.别人现实也没什么不好，无
非是要相貌和财富的交换，或者仅
仅是财富的匹配，因为人们对相貌
的感受差异太大。评估自己的条
件，和什么人匹配是现实性的，容易
找到结婚对象；期待什么样的人是
理想化，理想变现实的概率较小。

4.无需自卑，绝大多数人都是
普通人，绝大多数人都嫁给了普通
人，绝大多数人的感情都是喜忧参
杂。

结中等缘，做努力的人，过朴素
的日子，路就变宽了。

（作者系知名心理咨询师、婚姻
家庭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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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记者 韩亚聪

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指导下，社交平台探探发起“Z
世代”恋爱、婚育观调研。此次
研究面向探探平台1995年后
出生的用户展开，针对其恋爱、
交友、婚姻等观念进行问卷调
研及深度访谈。

结果显示，作为新科技环
境中长大的年轻一代，“Z世
代”寻找恋爱、婚姻时深受社
交软件影响。其中，兴趣活
动、工作/学习伙伴、社交软件
成为最受“Z世代”期待的恋
爱渠道前三位。此外，“Z世
代”对待恋爱、婚育问题的态
度，整体呈现出更独立、更平
等、更理性等特点。

社交软件成“Z世代”
恋爱渠道Top3

“Z世代”被认为是出生、
成长于1995年至2009年间的
人群。由于成长伴随着智能手
机、互联网等科技的飞速发展，

“Z世代”的人际关系、自我认
同、价值观都深受科技影响。

调研结果显示，在“Z世代”
寻找恋爱、婚姻的过程中，社交
软件扮演重要角色。67.1%受
访者认为社交软件比熟人介绍
等传统恋爱渠道更加有效。此
外，线上社交软件也对“Z世代”
的交友标准、择偶标准等带来
了一定影响。此次调研中，
35.3%受访者认为使用社交软
件让自己“对异性了解增加，更
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伴侣”，也
有超五成受访者认为使用提高
了自己在某些维度的择偶标
准，如精神契合度、颜值等。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认为，年
轻人不妨学习使用社交软件进
行交友，提升找到理想爱情的
几率。“通过诸如探探这样的社
交软件，不仅能够打破日常生
活的圈层，扩大交友范围，还能
帮助年轻人学习如何与异性交
流，并在交流中提升对自己、对他人的理解，改善沟通
技巧，这些都有利于最终找到理想爱情。”

男性婚恋意愿高于女性

本次调研的分性别数据显示，男性受访者的恋爱
意愿、结婚意愿都明显高于女性。

在被问及“希望什么时候开始恋爱”时，70.7%的
男性受访者表示越快“脱单”越好，女性受访者选择越
快越好的只有44.9%。此外，在被问及恋爱动机时，
30.7%男性受访者选择“为了找到婚姻的另一半”，而
女性受访者选择“为了找到婚姻的另一半”的仅占
18.8%。从调研结果看，“Z世代”女性恋爱时比男性更
少考虑结婚，究其原因，女性独立意识、经济地位的提
升等，或为重要因素。

此次调研中，还出现了不少与传统性别角色相冲
突的有趣数据。例如，“Z世代”男生寻找伴侣最关注
的因素前三名是：是否合得来、消费理念是否一致、有
没有时间陪自己，“颜值”未进前三；女生寻找伴侣最关
注的要素前三名则是：是否合得来、工作是否稳定、颜
值即正义，“Z世代”女生显然比男生更加“颜控”。

七成女性期待平等分担育儿工作

很多“Z世代”还未面临婚姻、育儿难题，但“Z世
代”的态度无疑是未来社会文化趋势的重要风向
标。“Z世代”对待婚姻、育儿的态度，显示出了更独
立、更理性、更平等的特点。

传统性别文化中“上迁婚”一直根深蒂固，但“Z世
代”男女显然有突破的趋势。此次调研中，近四成男性
受访者能够接受女方收入高于男方的恋爱、婚姻模式，
这意味着，未来女性和男性的择偶范围都将更加广泛、

多元。
同时，“Z世代”女性在

经济、思想上都更加独立。
近八成受访者接受婚前财产
公证，40.1%女性受访者非
常赞同女性应婚前买房，小
部分人开始探索 AA 制婚
姻。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相
处模式上，“Z世代”青年都
在全方位思考和探索更加平
等的恋爱、婚姻关系。

不过，“Z世代”男女受
访者对育儿分工的倾向有显
著差异。74.4%女性受访者
希望与伴侣平等分担育儿
工作，但男性受访者只有
55.8%希望平等分担；34.6%
男性受访者希望妻子主要
承担育儿工作，女性受访者
只有19.7%认为育儿应以妻
子为主。由此可见，“Z 世
代”男性的育儿意愿依然有
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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