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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那些事儿

我的另一半在哪儿
日前，北京大学社

会调查研究中心推出
的《 2015 中国人婚恋调
查报告》显示，全民已
进入晚婚时代。被调查
者中，初婚年龄集中在
22 岁-28 岁，男性晚婚(25
岁 及 以 后 ) 的 人 群 占
63 . 29%，女性(23 岁及以
后)晚婚人群占 83 .07%。

在“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的时代，三十
多岁的单身男女比比
皆是，在外界压力和自
身情感需要的双重夹
击下，结婚成了提上日
程的大事，但另一半到
底在哪儿？

□记者 张炜伟

去年12月，34岁的张彤真正
意识到想要结婚竟是一件如此
困难的事。

这一年，她结束了与一名高
校教师两年多的恋情。收拾好心
情重新出发后，她发现周围年龄
相仿的单身男性太少了，“不是
已婚，就是离婚。”张彤这样调
侃。毅然决然之下，张彤刷爆了
几张信用卡购买了一家知名相
亲网站的高级会员。她希望通过
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结束这种

“没着没落”的状态。
对于花出去的 48000 元，张

彤觉得挺值，因为“一直包到结
婚”。在迄今为止 8 个多月的时
间里，她陆续见了不少男性，但
不是聊不来就是对方根本入不
了眼。好不容易遇到位男士，双
方都觉得很合拍，但张彤的家人
却坚决反对。“他离过婚并有个
小孩，家人怕我处理不好家庭关
系。”张彤已经将自己的标准降
到了可以接受离异，因为红娘告
诉她，一定要卡着“未婚”这个条
件的话，适合她的人将会更少。

同样困惑的还有 31 岁的李
平。在外人眼里，这个黄金单身
汉有着 1 米 85 的个头，是一家
地方银行支行的部门负责人，收
入高、有车、有房，而且“只要对
方愿意，可以把刚入住两个月的
新房家具全部换新的”。但是，李
平相过亲的姑娘少说也有 3 0
个，短暂谈过的也有七八个，相
亲的成本更是算不清楚，婚还是
没结。“见面一顿饭少说一两百
块，感觉不错相处一段时间的，
赶上逢年过节就得去看对方的
父母，哪回不得一两千，再算上
平时出去玩、买礼物等开销，三
五万肯定有了。”

现实是，高投入并没有为这
两个人带来好的结局。在外，张
彤是光鲜的五星级酒店部门经
理，拿着不错的薪水，自己买了
房子，但她却发觉自己在单身市
场上越来越贬值。“原来是随便
挑，现在是没得挑。”李平姐姐的
孩子已经上了初中，他却仍在四
处寻找另一半，“要什么有什么，
怎么找个媳妇这么难？”虽然李
平对姑娘很大方，但同事和朋友
都不愿意再给他介绍女朋友。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年龄相仿的未婚男女越来
越少，供双方选择的余地也随之
越小。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显示，
未婚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未
婚女性更多集中在城镇地区。这
和人们的日常观感吻合，这种情
况也加剧了城市单身男女解决
婚恋问题的难度。

张彤将自己的单身迁怒于
工作：“我们这个行业加班是常
态，经常晚上十点钟还在上班，
放假累得连门都不想出，哪里有
机会遇到合适的人？谁又愿意找
个这样的女朋友？”李平则认为
自己情商太低，脾气急躁，上个
女朋友提分手一定是这个原因。

从事婚恋交友工作的徐力
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她的经验
是，抛开年龄问题，“宅”和“乖”
是造就这么多单身困难户的原
因。“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没合适
的人、没圈子认识等等，但不主
动才最要命。”徐力经常组织一
些单身交友活动，“想把这些单
身男女叫出来，真难，尤其是男
孩。”徐力说，他们喜欢的无非就
是吃个烧烤打个游戏，“但没姑娘
啊，想找女朋友做这些有什么意
义”。一方面是这些单身男女天天
抱怨找不到另一半，另一方面是
徐力组织活动经常找不到足够的
单身男女。就像相亲大会、相亲角
上的银发父母比子女多一样，“脱
单”更像行动迟缓的老年人，更多

地停留在单身男女的口头上。像
张彤这样生活单调、“三点一线”
的宅男宅女不在少数，他们没社
交动力，更谈不上想取悦别人。

“一定要保持跟异性的联系，哪怕
有普通异性朋友也是好的，不要
把自己隔绝了，散发出一种‘生人
勿近’的信息。”

除了“宅”，“乖”是单身男女
的另一个通病。今年在千佛山相
亲大会上，一位阿姨一边夸自己
34岁的女儿“乖”一边说：“闺女
见得人少、特别忙，我来先看好
了觉得行再让她见一见。”这让
徐力哭笑不得：“忙不是借口、找
对象更没法代劳。”徐力说，三十
多岁的人还闷在家里，一点主动
性都没有，以后成立了家庭怎么
办？父母从小就不让孩子承担责
任，这些“乖孩子”什么时候能成
家立业、独当一面？

在一个相亲群里，一位单身
男青年的名字直白地用“ 85 年
175 有房月薪 4k ”来代替，也有
女性用“ 87 女事业编”这样的字
眼来作为标签。一方面，这种“合
则约见”方式赤裸裸地将两个人
用条件来衡量，但仿佛是地球的
两极，还是有很多人尤其是女性
希望找一个“不管有多少钱首先
要爱我”的人，而且“个子要高、
长得也要说得过去”。

“择偶不能偏离实际”是徐
力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旦进入了
相亲状态，双方的择偶观容易

“跑偏”，尤其是一些在相亲机构
交了不菲费用的人，习惯用短平
快的方式来看待一个人。“有的
人在生活中认识后，慢慢相处缺

点都能包容，但相亲的时候期待
就不合理了。”她举了个例子：你
不能要求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
人，有车有房，房子还不能有贷
款，他也需要有个积累的过程。

“月薪4000元希望找个8000元月
薪的另一半，但这样的人选择一
个月薪两三千元，但性格更温和
的女孩也很正常，对不对？”

物质是不可避免的，但感情
基础也非常重要。在“情场等价
原则”中，最稳固的状态是双方
经济条件、外形、性格和道德品
质等方面差不多，或者某一方面
差一点，但其他方面能够补足，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起码来说精神层面、受教育程
度等各方面应当差不太多，比如

学历差点，但生活阅历丰富一
些，对人的体贴等也是优点，能
够补足短板。”徐力说。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谦谦
君子，女子所爱。”如果窈窕淑女
脾气不好，谦谦君子其貌不扬，
做你的另一半，你愿意吗？据珍
爱网数据显示，山东的单身男女
在择偶时最看重的，首先是品德
修养，三观正，有36 . 7%的单身男
女将品德放在首位；其次是身体
健康素质，13%将这一项作为第
一标准，紧随其后的是11%的人
认为生活习惯和品位最重要，而
选择外貌气质的人仅有10%，选
择教育程度最重要的仅有9 . 7%。

徐力接触的几千名单身男
女通常会首先告诉她希望另一
半“人好”，但等到真的给他们牵
线见面的时候，常常是“一见
没”，嘴上说的是性格不合、“不
来电”，但是细究起来，不少人给
出的答案是“长得不好看”。

“不管是 30 岁以上还是 30
岁以下的男性，都希望能找个漂
亮的另一半。到了一定阶段，外
形能说明很多问题，比如生活习
惯、受教育程度等等。否则为什
么大公司通常都会要求穿正装
呢？”徐力觉得，尤其是女孩子，
穿着得体再略微化妆，根本不会
有难看的，注重仪表更体现了个
人的素养。

在今年初的一次相亲
中，陈先生首先向吴女士做
了一番自我介绍，并说：“我
在市中区有一套房子，可以
做婚房。”吴女士追问道：“婚
后要和父母住一块吗？”陈
先生回答说：“再买新的也
可以。”不料，吴女士突然来
了一句：“我觉得咱俩门不
当户不对，不合适。”陈先生
一脸愕然。紧接着吴女士说
了一句：“我在历下区的房
子16000元一平米。”陈先生
非常气愤，一套房子仅仅区
域不同，就被冠上“门不当
户不对”的帽子，无非就是
掩盖她的势利。

像陈女士这样的人在单
身市场上虽然算不得主流，
但仍然戳痛着众人敏感的神
经。数据显示，山东男女理解
的“门当户对”中，最重要的
是教育程度(53%)，其次是生
活方式(41 . 4%)，经济能力以
38 . 5%排在第三位。这表明，
古代以“财富论门户”的情况
在现代社会逐渐有了精神层
面的含义。

“中国古代‘门当户对’
的含义，就是男婚女嫁时两
家人家财富地位相当。”珍爱
网情感研究院专家解释说，
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在
一个家族一代一代沿袭或演
化下来的，即便周围的环境
有变化也是不会轻易改变
的。两个家庭如果有相近的
生活习惯，对现实事物的看
法相近，生活中才会有更多
的共同语言，才会有共同的
快乐，才会保持更长久的彼
此欣赏，也才会让婚姻保持
持久的生命力。

但随着现代社会文化思
想的开放和变迁，现代人的
门当户对不仅局限在经济条
件和社会地位上，还会更多
考虑男女双方的精神层面。

“如果男女双方有相近的生
活习惯，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相近，生活中肯定会有
更多的共同语言，能长久地
欣赏珍惜彼此，也必然会让
婚姻更容易美满幸福。”专家
表示。

本次调查中也体现了这
个取向。原本最能代表门当
户对的经济方面因素下降到
第三位，而教育程度和生活
方式则分别上升为第一位和
第二位，表明现代人注重精
神上的门当户对已经超越了
物质上的门当户对。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门当户对”变化
由物质转向精神

“宅”和“乖” 剩男剩女的死穴

豪掷四万八
单身仍难变“已婚”

物质与感情 错位的择偶期待

相亲会现场，一位女士正用手机记录信息。(资料照片) 记者郭建政摄

单身男女在相亲活动上进行互动

如何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成

为很多单身男女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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