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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说爱你
郝 青 刘倚帆

看似太多选择，实际

相亲成功率不高。图为一

对参加相亲活动的男女在

交谈。 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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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苏州婚

庆博览会系

列活动吸引

了数千名单

身男女及家

人参加。

王建康摄

周宏英（中）先后为
"$$

多名部队现役军人找

到了人生伴侣。近日，武警江苏总队扬州支队警官

夏成胜偕爱妻来到她家谢媒，感谢“兵妈妈”热心

做“红娘”，给自己带来幸福美满的婚姻生

活。 魏鹏平摄

广州市天河

公园每逢周六下

午
%

时到
&

时，

都有一个特别的

未婚青年家长联

谊活动。活动中

填有未婚青年信

息的表格被挂在

树木之间，供到

场的家长选择。

龙宇阳摄

日前，深圳市“幸福地铁 让爱相识”公益相亲活动受到青年男女执著

追爱，图为一个地铁车厢被装扮得温馨浪漫。 陈 文摄

近日，江西省婺源县县城一位媒婆穿

着大红服饰在前面走，新娘坐在花轿里蒙

着红盖头，一路欢歌笑语。王国红摄

日前，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院的大学生以民间爱情

故事为题材，创作刻纸作品。 张振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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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山东

日照，人们通过抛绣球相

亲大会、接吻大赛等精彩

互动的节目，给热爱生

活、向往爱情的单身男女

提供了机会。 陈为峰摄

不容易

时 代
变迁，青
年们的爱情
观、择偶标准
也一变再变。造成
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
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转
型，让传统的婚姻观念受到
了挑战。当下，不论是在城市，
还是乡村，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
爱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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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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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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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达
%$&'#$$

，全
国处于适婚年龄段的“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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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口
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且年龄越大失衡
越严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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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中有
##)*+)

万人处于
非婚状态，即所谓“利男”；同年龄段女性中有

*!%

万
人处于非婚状态，即所谓“剩女”。

因此，随着家人的催促和晚婚压力，社会出现了种类繁
多的相亲方式，为这些“剩男”、“剩女”牵线搭桥。在北京、
上海、杭州、鞍山等城市，很多公园都有一片特殊的场所用来承
载两代人的“人生大事”，这就是“相亲角”。人们在这里，相互明
确标明觅偶者的个人状况和择偶标准，供人“挑选”。有的父母为了引
人注意，还别出心裁地展示子女的艺术照。而父母们的择偶标准大多围绕
着学历、职业、收入、相貌、房产等硬件条件展开。

一个周末的早晨，替女儿相亲的杨阿姨来到北京玉渊潭公园，她说，“就
是条件太好了，挑来挑去，总想找个更好的。”她女儿

""

岁，博士学历，在一家
国企工作，长得漂亮，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赵大爷的儿子

,$

岁了，在一家
企业当司机，没有独立住房。李大姐问，“想要什么条件的？”赵大爷说：“咱这条
件，不挑啥，我和他妈都是退休工人，女方家里和我们差不多就行。”

当消费文化冲击了青年的择偶标准和婚恋观念，个人的形象、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在“爱情市场”上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表面上，爱情市场是一派祥和景象，但“内部竞争机制”
的存在，让“相亲角”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里，家长之间“是没有闲谈的”。每句对话背
后都隐含着一个又一个“摸底”的企图。

每个父母眼中，自己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因此总希望能帮他（她）找到一个更优秀
的伴侣。于是，他们就用各种方式煞费苦心地为孩子奔走牵线。很多老人表示，孩子每天
都很忙，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虽然他（她）自己不着急，可是做父母的是真急。
管得太多怕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权衡之下还是觉得应该出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这种事情最后还是要自己做主。”王女士今年
"*

岁，在外企工作，有房有车。她
说，“为什么不能找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呢？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规矩啊，女的就
是要找比自己条件好的，男的可以适当找个比自己条件差的，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的。”她坚持“女上嫁、男下娶”这个看法。

技术的进步为陌生男女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
--

、微博、微信、电视节
目……另外，还有单身交友俱乐部等新生的交友方式。一些人喜欢在下班时间
与“陌生人”相约在俱乐部，自我介绍、才艺展示、八分钟约会等等，在玩儿
的过程中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免去尴尬的自我介绍。

当然，也有人放弃择偶，选择独自打球、
.

歌、健身……在这
个个性张扬的年代，仍然有许多“主动”单身的青年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