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催婚，年轻人“心塞难言”，对此，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示，老人们格外关心

年轻人的婚姻大事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一定的

关系。在老人们眼中，年轻人的生活轨迹就是

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一旦他们偏离了这个轨

道，老人们往往觉得难以接受。“但老人们应该

意识到，由于年轻人自主意识增强、工作压力

大、人际信任弱化等因素，年轻人进入婚姻的年

龄 不 可 避 免 地 被 拉 长 ，“ 面 对 家 里 的‘ 剩 男 剩

女’，老人们应‘理性操心’，不应一味地催促、逼

迫他们尽快解决婚姻问题。”她还指出，有些老

人甚至强迫年轻人扎进相亲队伍，或盲目地给

他们介绍对象，“这样不仅会引起年轻人的反

感，而且往往无济于事。”

“老人应先调整好自己焦虑的心态，意识到

孩子已经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婚姻观，

应多听听孩子的心声，多和孩子沟通关于恋爱、

婚姻的话题，充分了解孩子的想法，了解孩子内

心对另一半的期望目标，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恶

标准来选择。了解清楚后，再去决定如何帮助他

们寻找另一半。”

“孩子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父母可以

根据孩子的想法提出合理的建议，切勿过多干涉，

有些年轻人比较独立，对于恋爱、婚姻有着自己的

判断力，老人应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选择，而

不是‘越俎代庖’。”周金妹说，对于性格内向、不爱

与人沟通交流、交际能力弱一些的孩子，老人可多

引导、鼓励孩子结识异性。

她还建议，当孩子对催婚话题出现抵触情

绪时，老人不要再继续唠叨或强迫，应以倾听

为主，多了解孩子的处境和想法。与此同时，

年轻人也要心平气和地和父母等长辈说出自己

的 打 算 和 对 婚 姻 大 事 的 规 划 ，好 让 老 人 们 理

解、放心。

专家：老人应“理性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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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组团”催婚 年轻人“心塞难言”
专家：老人莫焦虑，应“理性操心”，多了解孩子的处境和想法

“你都老大不小了，婚姻大事应该提上日

程了……”“爷爷奶奶还等着抱重孙呢，你怎

么一点也不着急……”“隔壁王阿姨都抱上

两个孙子了，真让人羡慕……”听到这些话

语，年轻人们不禁眉头一紧，暗自嘀咕“又来

了”。如今，家中老人齐催婚是令不少年轻

人“心塞难言”的烦心事。对此，心理专家建

议，老人莫焦虑，应“理性操心”，多了解孩子

的处境和想法。

□ 白静 周先荣 记者 马冰璐

家中老人齐“上阵”催婚
剩男“心塞难言”直发愁

提起自家的催婚“大军”，家住合肥市五

里墩街道的林先生直呼，自己节节败退，

“太可怕了，除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

母催婚，最近 1 年多，舅舅舅妈也加入了催

婚‘大军’。”他说，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

起，8 位老人轮流“催婚”，让人“心塞难言”，

无言以对。

33 岁的林先生说，自己不是不想结婚，

只是没遇到意中人，不想匆匆忙忙找个人结

婚，“我觉得，婚姻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我

不想将就。”去年，一位同事闪婚闪离的事更

是让他坚定了这个想法，“前几年，只是父母

轮番催婚，而且催得十分含蓄，可从3年前开

始，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加入了催婚‘大

军’。”面对老人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有些

吃不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的劝说，甚至让我产生了愧疚心理，

觉得对不起他们。”

“今年春节，舅舅舅妈也加入了催婚‘大

军’，真是让我感到尴尬，甚至不知所措。”林

先生说，随着表弟结婚生子，如今自己已成

为全家人唯一的催婚对象，“真是愁人！”

长辈催婚“戏码”轮番上演
剩女如坐针毡有家不敢回

“天天下班，有家不敢回，只好打着‘加

班’的旗号晚回家，或者去找闺蜜玩。”29 岁

的罗女士家住合肥市望湖社区，一想起长辈

们轮番催婚的事，她就头疼，“我们家人特别

多，我爸妈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这些长辈

们对我的婚姻大事格外上心，整天变着法子

地轮番上演催婚‘戏码’。”

“去年，堂妹和表妹接连结婚后，催婚大

战彻底‘爆发’，父母说，再也不能由着我的

性子，漫无期限地等待下去，让我去相亲。”

禁不住父母软磨硬泡，罗女士正式踏上了相

亲道路，“从那天起，长辈们便加入了‘介绍

相亲’的队伍，隔三差五给我介绍对象。”

如今，每次家庭聚餐，最重要的议题便是

所有长辈围着罗女士问她相亲进展，“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特别热烈，可我只感觉

到尴尬和无奈。”罗女士说，大学毕业后，自

己曾谈过两次恋爱，“但总感觉彼此不合适，

后来就分手了。”

罗女士说，其实，看到闺蜜、好友陆续步

入婚姻殿堂，自己也十分向往婚姻，“可我不

能随随便便找个人结婚吧。”为了让长辈们

“偃旗息鼓”，罗女士承诺，会尽快解决自己

的个人问题，最近，还特地去参加了社区党

委和妇联组织的相亲会。

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

展中心发布的《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逾七成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25 至 35 岁的青年

压力最大，被逼婚率高达 86%，女性被逼婚率比

男性高 6%。甚至有 3%的青年，还未到法定结婚

年龄，就被父母逼婚了。全国各地被逼婚率均

在 70%以上，逼婚现象最严重的是河南，第二是

四川，第三是山东。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逼

婚率相对较低。

调查还显示，不同地域有不同的逼婚特色，四

川父母喜欢全家齐上阵，发动亲朋围攻战术；上海

父母擅长用言语唠叨逼婚，就像“唐僧念经”一样；

广西父母则是“实干派”，强行做主为子女安排相

亲，解决婚姻大事……

此外，父母逼婚的四招“必杀技”包括谆谆教

诲、发动亲朋好友施压、强行安排相亲以及严厉申

斥，子女则“见招拆招”，以表示苦恼、转移话题、接

受相亲到假装有对象来回应。

逾七成年轻人曾被父母逼婚

催婚让年轻人“心塞难言”，那么老人们为何

如此“热衷”呢？采访中，多位老人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60 岁的朱大叔说，自己的儿子今年 34 岁

了，还没有女朋友，结婚的事更是八字没一撇，“他

老大不小了，也该结婚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他都8岁了。”

“眼瞅着老朋友们一个个都抱孙子、外孙

了，你说，我能不羡慕吗，我也想抱外孙了。”合

肥市民郭阿姨说，女儿已经 30 岁了，自己真是

心急如焚。

“女儿都结婚生子了，儿子还没着落。”56 岁

的吴阿姨说，女儿比儿子小两岁，可如今外孙都

满地跑了，儿子的婚姻大事还没解决，自己别提

有多着急了。

老人“热衷”催婚理由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