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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方面让我们不安全
不得不选择一张安全牌

几次相亲下来，袁妮觉得“胆战心惊”。

但热心的叔婆仍然希望为小姑娘寻觅一个中

意的对象。

“做生意的你可能不喜欢，工程师你喜不

喜欢啊？我觉得跟你最合适的，还是要去文

化部找找。”叔婆对社会看得透彻，“做金融

的也很好，可以考虑啊。哎呀，不过现在做金

融的都已经有对象了，人家现在的小姑娘啊，

瞅得可准了”。

《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近八成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超过4000元才

适合谈恋爱；受访的90后大学生则大多持

“无房不婚”的观点；而在理想相亲对象的选

择中，“公务员”这一职业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不同的权力网络里，相亲模式有不同

的运行规律。在北京市某区法院工作的王敏

今年28岁，漂亮、聪明，仍是单身。她所在的

单位曾经组织过一次联谊活动，对象来自同

区公务员系统。但有女同事私下抱怨：“区里

的？至少得到北京市公务员系统吧。”

“为什么选择相亲这个通道？因为除了

它是可见的，其他的通道似乎都堵住了。福

利制度、高等教育给我们的保证太少了。社

会很多方面都让我们不安全，所以我们不得

不选择一张安全牌，如果想去真爱，成本太高

了。”王敏说。

但这个爱看话剧、喜欢读野夫的书的女

孩仍然用力抵抗着现实，“婚姻是大路货，爱

情才是奢侈品。”她说。

王敏期待自己能找到理想伴侣，但是她

也知道“时间并不多了”。“如果到30岁以后，

我需要跟一个人结婚，他符合所有的条件，仅

仅是我不够爱他。我想我仍然会跟他结婚。”

她说。 (文中人物为化名)

中国式相亲如同交易
浪漫往往输给了现实

中国大龄单身男女所占比例有多少？

这个数字目前暂无法考证，此前有媒体报

道，2011年，国家民政局调研中国有1.8亿

单身男女。在相亲时代，与爱不爱相比，能

不能通过两个家庭的结合达到某种理想的

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日前，25岁的袁妮迎来自己人生中第

一次集体相亲活动。见面地点在北京一家

拥有欧陆装修风格的四星级大酒店。入口

处，每位来宾要填写一张巴掌大的卡片。

上面的问题简单极了：哪里工作？有没有

北京户口？月收入多少？填好后，袁妮获

得一个红底黄字的号码牌——将号码牌挂

在胸前，才能进入相亲现场。

综合《中国青年报》

网上相亲渐成“潮流”
目前，全国单身男女数量已经过亿，网上相亲

已经成为潮流，众多相亲网站应运而生。

资深婚恋专家、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认为，

剩男剩女增多有其历史原因。大都市里生存压力

大，很多人把更多的精力用到了奋斗打拼上，这也

推迟了婚恋年龄。此外生活圈狭窄，宁可单身也不

凑合的心态也导致了一些人迟迟找不到另一半。

“好在，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龚

海燕说，与传统的线下婚介相比，网络具有不可比

拟的优势，并催生了婚恋网站这一市场，目前选择

网上相亲这一方式的人不在少数。”

龚海燕介绍，中国婚恋交友网站的发展非常迅

速，网络相亲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你面对的是一个

海量“相亲备选团”，缺点可能就是，网络是虚幻的，

人们需要花一定的精力去判断对方情况的真假。

袁妮坐在舞台下，打量着轮番

上台的单身汉。大屏幕上不断变

化的大头像与似乎永远不变的“硕

士、有房、有车”等个人信息构成了

某种稳定的结构。在中国现代相

亲市场里，袁妮只是成千上万年轻

人中的一个。30余年来，市场经济

重塑了国家的面貌，而相亲这种古

老的传统也拥有了某种商品的味

道。就像要在股市中选择一只绩

优股一样，人们热切地期望能够从

市场中找到最好的那个人。

一名今年26岁的女记者3年前

刚到北京时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与

相亲对象见面前，对方的父亲要求先

见一见她。那是个洗浴中心的大厅，

大叔穿着体面的西服，脚上却套着双

蓝色拖鞋，露出里面大红色的袜子。

谈话开门见山，大叔毫不兜圈地问了

买没买车、有没有北京户口这样的问

题。“那么，你一个月能挣多

少钱？”大叔继续追问。

“2000块。”为了结束这场“糟

心”的对话，女记者给出了一个令

大叔“糟心”的回答。果然，相亲到

此为止，大叔的儿子从头到尾都没

有出现过。

无论是在上海的人民公园或者

北京的中山公园，都不难找到蜂拥

而至的家长。他们捧着印有子女

照片的征婚简历，在几百张并排的

征婚海报前反复挑选，而每一张海

报顶部所列明的条件或要求中，都

会清楚地写明，判断合不合适的首

要标准，往往是收入、财产或户口

这样的外部条件。

“在中国，浪漫往往输给现实；

相亲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商业交

易。”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这样

评价中国式的相亲热潮。

在中国，浪漫往往输给现实
相亲很大一部分已成商业交易

这场鹊桥联谊会有将近 100

人参加，但袁妮并没有打算从中带

走一个如意郎君。她从英国硕士

毕业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外表上

看仍然像是个留着蘑菇头的大学

生。当在体制内工作的叔婆郑重

其事地把入场券交给她时，她只是

觉得“搞笑”和“好玩儿”。

她甚至大咧咧地穿着T恤走

进了相亲现场。然而，大堂里光亮

得像镜子一样的大理石地面与会

场里踩上去很有厚度的高级地毯

都让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来自清华大学。”一位男士

的自我介绍引来一片“哇”声。另

一位30岁左右的参与者则老练地

调动着女同胞们上台表演的情绪：

“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

的，就不要有什么放不开的嘛。”

袁妮觉得尴尬不已。她拎起

包，落荒而逃。事实上，自打踏入

社会，她就没少遭遇这样的尴尬。

“妮妮，你要赶紧找！你已经

是硕士了，得找博士了，博士怎么

好找呢？”在老家打来的长途电话

里，外婆反复叮嘱。

她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个“优

质银行男”，比袁妮大五六岁，在相

亲领域颇为老练。一顿饭时间，他

旁敲侧击地询问了袁妮在老家住

城区还是乡下，平时穿什么牌子的

衣服以及工作状况等问题。“我有

种被默默估价的感觉，特别不爽。”

袁妮说。

而袁妮关心的问题恰恰相反，

她想与对方分享关于旅行和读书

的事情。但说起这些，“银行男”的

回答大多只是“嘿嘿嘿”的笑。

你已是硕士了，得找博士
她没少遭遇相亲的尴尬

相亲过程都大同小异
先讲家庭条件再谈收入

在袁妮的单位里，同事刘畅的相亲经历

更具有典型意义。她是名校毕业的知识女

性，对爱情有着美好憧憬。从23岁算起，她

已经有了将近3年的相亲史。

在刘畅的印象里，大部分相亲过程都大

同小异：先讲家庭条件，再谈单位收入，如果

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党员，也被当成重要的比

较优势。“前三脚”踢开后，偶尔会有介绍者

补充一句“人挺好的”或者“相貌如何”，结束

语则是“他也多大多大了，挺着急结婚的。”

在刘畅看来，大部分时候，相亲对象从见

面到确定关系的“忍耐时间”是三顿饭，“见

了三次，你还对他没有明确表示，会觉得你好

过分啊”。着急了，就发来短信，“我觉得你

条件挺适合结婚的，行不行”？

“我特别受不了‘适合结婚’这个词，就像

做拼图一样。你可以说不喜欢我对我没感

觉，但什么叫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你这是议价呢？”刘畅觉得，相亲这事儿被物

化得“挺可怕”。

这个相亲世界也有它自己的运行法

则。刘畅的一个老同学，做生意发财成

了小老板。他在交友网站办了一个白金

卡，很快就找到了中意的女朋友。

白金卡还没过期，他扔给了一个被自

己看做“屌丝”的男生，“你接着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