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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本不同于现实

《中国式相亲》 是一档主打“带
上爸妈找对象”的电视节目，基本设
置是几名年轻男子或女子排成一排，
与5对父母面对面。这些父母的子女
则待在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可以
通过监视器看到相亲的过程，也可以
通过电话与父母沟通。只有得到父母
同意的候选人才能与他们的子女见
面。

节目开播之后，在中国社会引起
争议。有的人批评节目中家长的择偶
标准“奇葩”，有的人批评节目里的
男嘉宾们是“妈宝”，有的人甚至说
这是“包办婚姻”。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版
发文称，《中国式相亲》 赋予父母干
预子女选择的权力，这样的设置反映
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该报还援引
一名婚恋咨询师的话称，“太多的保
护和太多的支持让中国产生了一代长
不大的孩子。”造成了满是“巨婴”
的情形出现。

中国年轻人真是这样吗？“这是西
方媒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误读。”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刘宏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纽约时报》
的解读更多是从新闻分析角度，用一
种没有调查的方式来看中国年轻人的
相亲行为。他们报道来源是《中国式相
亲》的节目形态和参加节目的中国人，
关注的重点也并非出于社会学或者人
类学的学术考量，而是带着浓厚的政
治意图和西方价值观色彩。

刘宏表示，中国的相亲节目最早
来源于西方，中国电视媒体后来做了
移植、改版。这个过程中，已经存在
去价值观的现象。因此，在中国以往的

相亲节目中，讨论点往往是男女嘉宾
的收入、直率程度、表演成分、男女嘉
宾的选择等，但是《中国式相亲》做了
中国式的改编，把“带父母相亲”这样
的社会现象用真人秀的方式搬到了电
视上。“节目编导做这种改编当然会有
收视率方面的考量，不过对于西方媒
体来说，这种结构很容易被片面阅读，
认为这是男女嘉宾不成熟的标志，因
为他们相亲还要带着父母、亲戚。结果
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大概型的议论。”

《纽约时报》同时认为，父母在节
目中拥有否决权，表明家长制或“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正在中国
复燃。

“这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概念。”刘
宏认为，《纽约时报》 犯了很多人都
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电视文本
等同于现实文本。从专业学术角度来
说，电视文本和现实文本不具有对应
性。“可能反过来更合理，那就是从现
实情况下去研究《中国式相亲》节目。
但是《纽约时报》的做法是南辕北辙，
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刘宏表示，在现实生活中，包办
婚姻早已废除，婚姻自由政策推行多
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家长在年
轻人恋爱、感情生活的作用是很小
的，和传统的家长制隔得就更远了。
即便有一些父母现实中确实干涉孩子
的婚姻，这部分比例也是很小的。当
然很多媒体愿意把这个很小的比例放
大传播，这是媒体社会化的表现。

年轻人的幸福选择很坚定

那么，从现实生活来看，中国
“千禧一代”在恋爱、结婚过程中，
多数父母究竟是起“决定性作用”，
还是仅仅能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呢？
25 岁的张可 （化名） 如今在陕

西省西安市的一家国有企业里做工程
监理工作。下个月初，他就要和 23
岁的女友小李 （化名） 在渭南市老家
结婚。在当地，由于男多女少，很多
30 多岁的男性还在打光棍，因此张
可对这份感情十分珍惜。谈起两人的
认识经历，张可说是通过相亲。两人
的第一次见面约在一个餐馆里，张可
还让姐姐来帮忙做参谋。他说那天心
里其实很急，但在姐姐的安排下，两
人一起逛逛商场、互相打听了工作情
况，逐渐相互有了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小李在当地做公
务员，而中专毕业的张可在工地上打
拼，父母又是农民，两家并不属于门
当户对的类型。起初，小李父母并不
赞成两人交往，但是看到两人态度坚
决，小李父母没有再阻止两人结婚。

当被问及如果双方父母阻止他们
结婚时，张可、小李均表示会尽力说服
父母，但最终的主意还是会自己拿。

“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社会压力
更大，但是他们会在努力平衡诸多因
素后作出自己的选择。”拥有10多年
从业经历的婚姻家庭咨询师张勇军对
本报记者表示，相比上一代人，中国
新一代年轻人的婚恋观已经发生了很
大变化。“不管是朋友介绍、相亲，
还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认识，他们并
不在乎形式，而更看重两人是否合
适。当然，由于时代变化，这个过程
中他们会很直接地提及收入、父母意
愿、自己期望等各种标准，很多人会
坚持这些标准，但是一旦标准切合，
他们做出的选择也是坚定的。”

实名婚恋网站百合网已连续多年
对中国近8万名单身男女进行婚恋观
方面的问卷调查。据该网向本报记者

提供的调查结果，“认为人们结婚是
为了爱情”的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的
选择人数达到近七成。此外，对于

“如果父母对对方不满意，您会怎么
处理”这一问题，选择“试图说服父
母，最后自己做主”的“80 后”、

“90后”比例分别达77%和72%。
“父母参考不等于父母包办。”张

勇军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婚恋观改良
传统的家长制观念后的发生一大变
化，“父母在子女择偶过程中，既要
演好裁判角色，又演好助手角色，但
是后者越来越重要了。”

他表示，“西方完全自由的恋爱
其实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
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的智力、见识、
阅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
恋爱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
议和经验。现在有一些人崇尚西方
式的凭感觉而结婚，造成后续真正
的婚姻生活无法继续，结果往往是
闪婚又闪离。”

健康婚恋观需多方引导

毋庸讳言，由于中国年轻人很多
是独生子女，导致一些人在成长中得
到了太多的保护和支持，这对他们寻
找人生伴侣造成了切实影响。百合网
的调查结果显示，导致年轻人单身的
原因中，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社交圈
子 太 窄 （59.9%）、 不 够 积 极 主 动

（42.6%）、工作太忙 （29.1%）。前两
个原因其实都与中国年轻人在父母打
造的“温室”中成长有关。

“很多年轻人需要接受情感教
育，从了解如何与异性相处学起。”
张勇军表示，由于从小缺乏相关的情
感教育，很多年轻人需要“补课”，
接受婚姻家庭咨询师的婚恋咨询与指

导，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恋爱培训班、
相亲活动、婚恋咨询等，帮助他们扩大
社交圈子，学会在择偶中如何积极主
动、如何与异性相处及如何面对以前
的感情伤害和周围人的不幸婚恋。

此外，对于中国很多相亲节目中
反映出来的部分年轻人成为父母管制
下的“长不大的一代人”或是“巨
婴”的现象，刘宏表示，这其实是中
国电视媒体及其节目放弃了媒介的价
值观引导功能的体现，“娱乐至死”：
“《中国式相亲》、《非诚勿扰》等节
目在某些场合的确用一些合理的、讨

论的方式去探讨年轻的婚恋观、两代
人的婚恋观交锋等问题，但讨论空间
并不好。比如《中国式相亲》里，父
母强势、孩子听从的架构其实是自己
用羞辱的方式妖魔化自己。我们看到
了节目组以一种简单地、去自我的方
式来罗列这些冲突，但他们自身是缺
乏真正的反省意识的。”

“电视媒介应该强化对包括年轻
人婚恋观在内的各种社会道德的公共
讨论，只有观点公开、相互交锋，针
对年轻人的价值观引导才不至于是孱
弱而缓慢的。”刘宏说。

“中国式相亲”透视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中国式中国式相相亲亲””透视透视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一档名为《中国式相亲》的电视节目最近火了，在网络上获得
了2亿次点击量。其“中国式”主要体现在将“带上爸妈找对象”
这一中国人传统的相亲方式搬到了电视上。节目中，“催婚”的父母
走到台前，“待娶待嫁”的子女坐在后台观察，父母甚至拥有最后否
决权。

该节目最近受到美国《纽约时报》关注，《纽约时报》将那群在
后台观察的年轻人看做是毫无主见的表现，并得出中国“千禧一
代”是一群长不大的“巨婴”的结论。

事实是这样的吗？中国单身年轻人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幸福？

让一个相亲经验为零的人来谈相亲话题，着
实有点尴尬。

虽说没有“亲身”体验，但笔者曾经是某
“大型生活服务类”栏目的忠实观众，观察过公园
相亲角里奋笔疾书的父母，也测试过不少婚恋网
站及应用的功能。作为正在“奔三”的北漂一
族，身边更是充斥着“中年”恨嫁、被迫相亲的
男男女女。

其实，相亲的方式五花八门。不少年轻人热
衷的交友软件、“五分钟约会”，可以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掌握选择另一半的主动权，因此越
来越受追捧。相反，相亲大会、长辈介绍等模
式，背后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叫人
芒刺在背。年轻人吐槽最多、外国人最看不懂
的，恐怕主要是这一类父母过度参与的“中国式
相亲”。

所谓“中国式相亲”，形象一点说，就像父母
与子女间连着一根线。过去，这根线又粗又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子女与另一条线系在一
起，便结成了姻缘。如今，这根线又长又细，有
时双方或许还能相向而行，但更多情况下，父母
急于扯回，子女力图挣脱，紧张程度愈发增长，
一言不合就有断线的可能。

理想的情况是，父母与子女彼此理解。父母
尊重孩子对婚姻的自由选择，孩子读懂父母倾囊
相授的用心良苦。可是经过电视节目的夸张和社
会舆论的发酵，由相亲引发的“战火”已然被点
燃了。

一方面，那些遵从父母意志的儿女，被视为
希望父母包办一切的“巨婴”，其父母也被看做封建家长的代表；另
一方面，那些追求婚姻自由的年轻人，有的被长辈贴上了叛逆的标
签，有的又被同龄人视为摆脱枷锁的勇者。

所以说，要给“中国式相亲”定个褒贬，实在有些难度。且不
谈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就从人口与婚姻现状来说，“中国式相亲”
产生的土壤依然肥沃。本版此前的两篇报道曾引发热议，一篇求解

“3000万‘剩男’跟谁结婚”，另一篇论及“沉重的彩礼”。男多女少
的窘境与重男轻女的思维，让相亲市场有了存在壮大的理由，而由
此带来的天价彩礼，更成了套在婚姻头上的枷锁，也让相亲披上了
一层物质化的外衣。这些问题不解决，由相亲引发的“战争”，恐怕
还会上演。

其实，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人的婚姻观念同样在持续变化当
中。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式相亲”，与其说要试图“改变”这一模
式，不如说是在“记录”这一观念的争论与转变。对于个体而言，
通过相亲等方式步入婚姻、建立家庭，是个人的自由。而对于社会
而言，通过家庭细胞构成机体、稳定发展，是其运行的机制。终
归，幸福，才是相亲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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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相亲比例大，活动花样多

在日本，结婚晚、结婚难已经成为一大社会
问题。日本国家人口与社会安全研究所2015年的
一份调查显示，年龄在 18岁至 34岁的单身人士
中，七成男性与六成女性表示，没有稳定的交往
对象，而有近9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结婚。

已婚的日本人中有很大比例也是通过相亲认
识的，但日本年轻人和家人的关系较中国淡薄
些，通过家人介绍相亲的比较少，大部分还是通
过加入各种婚介网站成为会员，参加婚介组织举
办的各种活动来寻找人生的另一半。

日本的相亲活动更是花样百出，最近几年，
有一种新的相亲形式在日本单身男女中大受欢迎
——寺院相亲会。在简短的佛教仪式后，相亲会
进入轻松的“串珠”游戏环节，含蓄的单身男女
开始放下戒备，在一对一交流环节，则试着敞开
心扉。毕竟来到这里，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心
愿：找到自己的心上人。因为报名者太多，每场
相亲会不得不靠抽签来决定参加者。而寺院的神
圣让经历过多次失败相亲的人们相信，来这里的
人，会“更靠谱”。每次3000日元的参加费，也远
比一般婚介机构要便宜得多。这让很多苦于相亲
经济压力的单身男女重新看到了希望。

韩国
相亲频次高，考虑很现实

相亲在韩国非常普遍，人们一旦决定要去见
谁，就会马上行动。据统计数字显示，单身上班
族从第一次相亲见面到结成夫妻的平均时间为
10.2 个月，在这期间他们会平均约会 62 次。另
一项调查显示，单身上班族们一般每周要相2次
亲。

韩国大部分20-30岁左右的未婚男女，都把居
住地放在恋爱条件的首位，并据此来判断对方的
各项经济指标。因此，比起问学历和职业，很多
韩国年轻人在相亲时都更偏向于问居住地，并且
还要考虑是否与父母同住，以及是住自己家的公
寓还是在外面租房子。大多数年轻人倾向于选择
经济能力足以负担这些压力的对象。还有很多人
考虑到双职工结婚生子后的育儿问题，倾向于选
择与居住地离工作单位近的人结婚。

此外，在韩国一些年轻人中，正流行一种名
为“007见面会”的约会方式。在见面会中，男性
按照指示穿着某种颜色的外衣，或手里拿着约定
的物品，女性则在暗处观望，如果合心意就上前
打招呼。如果女性不喜欢，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走
掉；男性却有被路人嘲笑的危险，因此，男性需
要有一定的勇气。

英国
聚会来相亲，酒吧寻真爱

在英国，当子女长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时，父
母、亲友们就会为他们安排一系列的相亲活动，
其中，各式各样的主题酒会最受欢迎。通常情况
下，初次见面的男女会交流一下对当天酒会的感
受，聊聊最近参加的社交活动、阅读的书籍等。
此外，他们格外注意措辞或姿势，不让对方有任
何不适的感觉。举手投足间，双方都会相互观
察，为对方打分。

除了家庭聚餐，行业间的商业聚会、夏日马
会以及各式各样的主题酒会都是英国人相亲的场
所。参加这些活动的男男女女会身着华丽的正
装，如果是参加夏季的舞会，男性还必须穿燕尾
服，女方必须选择典雅又不失风韵的晚礼服。如
果是已经安排好的相亲活动，双方介绍人通常会
陪在女方一边，在约定的地点同男方见面，介绍
人简单为彼此介绍身份后会知趣地离开。

在英国的中下层社会，多数男女情侣第一次
见面都是在酒吧，酒杯碰撞间，迸出爱情的火
花。在喧闹的场合，大家无话不谈，这让人们迅
速了解对方。英国民间有这样的笑话：如果问5对
新人是如何相识相爱，他们都会说出一个词——

“酒吧”。

相亲不只中国有
老外相亲更奇葩

本报记者 王 萌

他 山 之 石

20162016年年88月月99日日，，几名市民在山东济南千佛山公园举行的几名市民在山东济南千佛山公园举行的““七月七月
七相亲大会七相亲大会””上观看相亲信息上观看相亲信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徐速绘摄摄

新华社发

20162016 年年 88 月月 1414 日日，，在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石窑集镇上在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石窑集镇上，，土家族土家族
男女青年正在赶场相亲男女青年正在赶场相亲。。 彭绍峰彭绍峰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