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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朋友介绍对象，其实是现在一

个很普遍的现象，而且成功率也不低。

朋友介绍为什么比长辈介绍更讨喜呢？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氛围更轻松，

大多发生在大家喜欢的“出去玩、多人聚餐”

的场合下。既没有父母安排相亲时那种功利

心和尴尬气氛，况且在年轻人眼里，这只不过

是多了一条认识朋友的途径而已，谈不成也

没有太大的压力。

然而，朋友介绍这种方式也是存在弊端

的。年轻人在恋爱对象的选择上，倾向于“好

感”导向，更加注重眼缘，而忽略了其他一些

关乎能否持久发展的条件。

另外，朋友介绍的成功率取决于朋友和

你的相似性，你喜欢的和 TA 认为好的是否

一致。同时，如果这位朋友不够深入地了解

你呢？因为我们在朋友面前的状态和恋爱时

的表现会有很大差异，很多时候，朋友可能会

“误判”。

给自己的朋友牵线搭桥并非是一件易

事，成功了皆大欢喜，不成功了还会被误伤。

所以，我要提醒以下几点：

首先，给朋友介绍对象，要把握尺度，不

可强行介绍，要看准对方的要求和禁忌。最

好在介绍前和朋友做一次关于对象方面的深

入交谈；其次，给朋友介绍对象前，还要了解

被介绍的那个“对象”的情况，觉得两个人之

间在教育、家庭背景等差不多的情况下才可

以让双方见面，否则，只会浪费彼此的时间和

精力；另外，除了家境、教育背景等情况外，也

要注意一下最基本的，比如身高、丑俊等。如

果将一个很矮的男性介绍给一个很高的女

性，就很不恰当。当然，如果可能的话，给朋

友介绍对象前应该征求一下朋友父母的意

见。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却是两

个家庭的事，一旦一方的父母不同意，那么结

婚或者婚后是否幸福就要打问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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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金职院读研究生的刘
真珍和男朋友的相识也源于朋友
的牵线。

刘真珍说，她和这位朋友在实
习期间一见如故，迅速打成一片，
成为了挚友。去年冬天，有次聊天
的时候，刘真珍向其吐槽学校男生
太少，根本找不到男友，还悲惨地
被父母催着进了一个“寒假相亲
群”。

殊不知，这一句抱怨，却叫好
友上了心。“过年在家时，有一天，
她突然跟我说，‘你别着急相亲，我
给你介绍一个人’。”说起当时场

景，刘真珍哭笑不得。“我这位朋友
看人特别准，这是她第一次给别人
做媒，没想到就成功了。”

“长辈介绍相亲和朋友介绍会
有区别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刘真
珍回答：“长辈介绍看条件的多，朋
友介绍就比较注重性格。”

刘真珍分享了此前的相亲和
被牵线经历。爸妈是白手起家的
商人，挑选相亲对象的时候，更倾
向 于 给 她 介 绍 一 些“ 经 济 适 用
男”——有房有车、工作稳定、性格
老实。但这显然不对刘真珍的口
味。而好友撮合她和现任男友的

主要原因就是他俩有共同的兴趣
爱好，性格也比较像。

两人都是走文艺路线的，刘真
珍喜欢摄影，而她男朋友则从事摄
影工作。“他简直就是一个男版的
我。我说的话他能懂，交流起来很
舒服，没有隔阂。”

刘真珍感慨道，在择偶问题
上，朋友明显比父母更懂自己，朋
友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类型的对
象，究竟适合怎样的人。“父母帮忙
介绍对象，往往是遍地撒网，但朋
友介绍的，通常是相熟的人，有她
把关，我很放心。”

“交际圈狭窄，朋友牵线简直是一剂解药”

28 岁的程乐（化名）是一名小
学教师，上一段恋情结束后一直郁
郁寡欢。直到今年 6 月份，闺蜜不
忍看她逐渐消瘦，便邀请她加入自
己和男朋友的旅行。为了不让程
乐太尴尬，闺蜜还特意吩咐男朋友
叫上了他的单身好友阿武（化名），
撮合两人的意图不言自明。

程乐回忆说，一趟旅程相处下
来，经历了惊险刺激的卡丁车和妙
趣横生的德州扑克后，她和阿武之
间已萌生出淡淡的好感。“回来以
后总是想到他，觉得如果再也见不
到还挺可惜的。”幸好，闺蜜作为

“助攻”，早已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了
阿武。两人断断续续聊了一个多
月，其间见过几次面，程乐总算在8
月初接受了阿武的表白。

和程乐在一起之前，阿武没有
任何恋爱经验。他说，如果没有朋
友们的牵线，自己可能根本不知道
怎么去“搭讪”程乐。他虽对程乐
念念不忘，但是追求过程中仍是放
不开：“我拙劣地找话题的时候，幸
好她都回应我了。第一次出去吃
饭，我没怎么说话，都是她在说。”

阿武认为，开朗外向的人找对
象可能更容易，而对于自己这种内

向、不擅长说话的人来说，很多时
候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除了自身的性格因素，身边趋
于固定的交际圈也限制了阿武的
交友。他就读于理工科院校，现在
又从事于电器方面的工作。“无论
是读书时还是现在，我周围可以说
是‘万绿丛中一朵花’，我的同学同
事们基本上也还单身。”

因此，阿武十分认可朋友牵线
的方式，牵线的朋友既可以成为彼
此的话题源泉，也省去了“把对象
介绍给好友，让对方融入自己圈
子”等步骤。

香香姐有话说●

“
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一个有趣的现象

——面临 30 岁大关的 90 后，明明自己都
还未脱单，却纷纷转战做起了“红娘”。“我

觉得一同事不错，介绍你认识。”“别管我找没找到男/女
朋友，反正先撮合你们俩。”这些“脱单不忘好友”的心
理可说是当今很多“年轻红娘”的真实心理写照。

因择偶问题而倍感焦虑的 90 后开始踏入了靠朋
友牵线的环节，单身多年这一难题也终于有了“长辈介
绍”以外的解决方案。

“朋友比父母更懂我，有她把关我放心”

□记者 马忆玲

这些90后没脱单
却争相做“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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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把关更像是一道简单
的“连线题”，然而某方面条件的合
适并不能保证介绍的成功率。阿
颖（化名）就是典型的例子。30 岁
的她是个热心的“知心姐姐”，虽然
自己都还没脱单，却时不时就爱给
周围的朋友做做媒。她说：“现在，
大家都不容易找对象。身边有优
秀的资源，首先想到单身多年的朋
友。”结果，有几次非但没成功，还
差点坏了交情。

阿颖曾经试图撮合初中同学

和高中同学，因为得知双方的条件
分别是“想找个从医的男朋友”和

“恰好是医生”。3个人一起吃了顿
饭，但由于两人都不是擅长社交的
人，场面比较尴尬，只得靠阿颖一
人控场。结果，这顿饭局演变成了
她和初中、高中同学畅聊当年。饭
局结束后，被介绍的两人也再没有
后续发展。

后来，阿颖又给好友小汪和单
位同事安排见面。见面后，男生问
她要了小汪的微信，但两人的聊天

记录最终也止步于刚加好友时的
问候。原因是，见面时小汪觉得对
方太过“能侃会唠”，而且从言语中
听出了他和前任藕断丝连，“当天
就直接跟他说不合适了”。

阿颖告诉记者，好友为此也指
责了她几句，“没有了解清楚情况，
就乱点鸳鸯谱，确实是我做得不
对。但真的不是有意要介绍‘渣
男’给她。”经历过几次“乌龙”后，
她深觉这红娘并不好当，“光有热
心肠不够，还得有火眼金睛呢！”

“给朋友当红娘，还真得有一双火眼金睛”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