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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问题
@香香姐

扫一扫
关注我们的活动

当“相亲”这个词被年轻人谈及的时候，似乎总带有一丝被嫌弃的意味。为什么年轻一辈不太喜欢相亲？近日，一
位常年混迹于相亲市场的读者向记者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许多姑娘对相亲乃至婚姻的抵触，源于相亲过程中遭受的

“不平等对待”。
比如说，优质男性的择偶范围更广，即使是大龄男性，也能以“成熟”为亮点吸引到相貌、能力上乘的年轻姑娘。但具有同

样条件的单身女白领却没这么“好运”，往往只能落个“下嫁”的结果。这种“男女有别”现象的形成，和父母的干涉及婚介机构
的引导不无关系，也间接导致了小城市姑娘陷入择偶困境。于是，记者走进我市多家婚介机构，希望能从家长和他们的女儿
口中获悉真实情况。

□记者 马忆玲

“
小舟姐是我市某家婚介机构的资

深从业人员，关注县城单身男女婚恋

问题多年，处理过大量相亲案例。从

她的角度来看，近年来，虽然永康的婚

恋市场在初婚年龄、职业偏好、交往方

式等方面出现变化，但主流的择偶观

念始终不变。“父母仍然是主导子女婚

姻的一环，相亲市场的‘规矩’是由传

统的婚恋观念决定的，并非是我们。”

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些在从业经历中观

察到的相亲现象。

小舟姐说，每个顾客的资料上都

有一项“第一学历”，即本科读的学校

是什么。这是大部分男方家长都很关

心的，他们倾向于挑选高学历的姑娘；

而女方家长则常常不想暴露女儿学历

太高的信息，因为学历在男方本人的

择偶选项里确实不占优势。

男女择偶要求的差异之大，这是小

舟姐在从业初期意料不到的。大部分

男生看重的，先是长相、年龄、身高等外

在条件，其次才看家庭背景、职业和学

历等；而女生更注重收入、有无房车、学

历等关乎生活品质的条件。所以，在未

脱单的会员里，优质女生比男生更多。

在小舟姐看来，高学历姑娘更难选

到心仪对象的原因是，比同等条件的男

生更会精打细算。“她们要看职业，还需

要男生长得顺眼、学历不低、最好有房

有车，还要有幽默感、会聊天。总有女

顾客跟我打趣，说她钱都花了，能不能

什么都要。”

对于婚介所对大龄姑娘有偏见

的说法，小舟姐不太赞同。她说：“不

论是家长还是男生本人，都对女方的

年龄很敏感。30 岁以上的未婚姑娘

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可选择的范围太

小。男性可以找比自己年轻的，女性

却很难，永康大多数父母还是不喜欢

‘姐弟恋’的。”因此，大龄姑娘即使在

职场上有所成就，相亲时却依旧不比

年轻姑娘有优势，甚至还会被担心不

顾家。小舟姐说，男生会疑心年龄大

的女生情感经历丰富，或有性格缺

陷；家长则介意“大龄产妇”等可能面

对的生理问题。

踌躇不前的小城姑娘：

相亲市场的“男女有别”让我害怕

许多排斥相亲的姑娘告诉记

者，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

是母亲的态度。她们不理解自己

最亲近的人缘何对自己抱有偏

见。为此，记者与家长进行了对

话，希望能更清楚地剖析长辈的焦

虑和所谓的“偏见”。

57岁的王秋爱有个31岁的高

学历女儿。她说，宁可嫁给条件差

点的，也难以接受女儿被“剩下”。

“既然在小城市生活，就肯定会因

为迟迟不嫁被外人嚼舌根。我好

面子，不希望女儿被邻居指指点

点。”于是，王秋爱不得不亲自加入

这场激烈的争夺。

“我们以前都是先成家后立

业，甚至生完孩子再一起奋斗。感

情都是慢慢处出来的。”王秋爱对

女儿的择偶标准表示不解，她认为

过于挑剔就意味着浪费大好年华，

“她坚持要趁年轻先拼事业，等三

四十岁再去结婚，还能遇到好的

吗？我也希望女儿能干，但更怕没

人敢追她呀！”

让记者更为震惊的是，不少

00 后的父母也将自己“参战”的时

间提前了。邵阿姨的女儿虽然今

年才大学毕业，但邵阿姨已经帮她

物色好了相亲对象。“要找一个好

的，或者说找一个适合我女儿的，

那就得先人一步。优秀的男孩子

本来就不多，别人又比你早下手，

不行动就只能捡漏。可怜天下父

母心，谁不想女儿有段好姻缘呢？”

邵阿姨无奈地摇摇头。

李园芝（化名）是各个婚介所

的常客，想帮女儿找个在单位上

班的对象。她告诉记者，平常听

到年轻人痛斥家长对待子女的择

偶太势利，自己就打心眼里不服

气。“不管男女，年轻人心里分明

都有套标准，却硬要说是爸妈塞

给他的。我们帮忙找，是考虑到

孩子工作忙、没时间，而且我们作

为过来人，更清楚找个怎样的人

结婚更好。”李园芝认为，他们只

是代替孩子说出诉求，用过来人

的经验帮助孩子少走弯路。

女儿立场：婚介所帮顾客介绍时不该有偏见

晓宁今年 28 岁，最近常去的

婚介所给她推荐了一名条件不错

的男生，对方比她年长 5 岁，家里

是办厂的，家境优渥。然而，两人

才见了三次面，男方就提出希望确

定关系，最好能在今年上半年订

婚。

婚介所的红娘也帮着吹“耳旁

风”：男方奶奶身体不好，孙子孝

顺，想尽快满足老人抱曾孙的愿

望。同时，男方趁机提议，婚后希

望晓宁辞职在家，安心养育子女，

多陪陪老人，不用为赚钱奔波。对

方口中“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

貌美如花”的设想，晓宁却无法苟

同，她觉得未来应该由自己规划。

关于她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子，

想不想继续留在职场，男方连问都

没有问。

晓 宁 直 截 了 当 地 拒 绝 了 对

方。她说，自己明年有望升职为项

目主管，并不想轻易放弃这好不容

易奋斗来的业绩。红娘得知这一

情况后，连声惋惜：“你这姑娘心气

太高，嫁进有钱人家不用工作还不

好？你也清楚你家的条件，想要找

个比这更好的可就难了。要不再

考虑考虑？”晓宁对这番劝慰深感

不满。“虽然我家境普通，但真不想

高攀，拒绝他更不是因为不知足。

我确实憧憬有位体面的伴侣，但婚

姻的前提应该是互相理解尊重，而

不是将爱强加给对方。”她认为，婚

介所在帮顾客介绍时不该带有“男

强女弱”的旧思想。

芝英姑娘辰辰也向记者讲述

了她的相亲故事。自 26 岁从英国

留学回到永康，她开始参与各种相

亲活动。对此，她明确表达了抗

拒：“要不是我妈非要我去，我才不

去呢！”家庭给的压力是辰辰频繁

相亲的主要原因。她有一个强势

的知识分子母亲，不仅发动身边亲

友介绍相亲对象，还先后联系过本

地多家婚介所，为女儿购买了“高

级会员服务”——每周为其甄选两

位条件匹配的高素质相亲对象，安

排线下“一对一”交流，还聘请专业

红娘进行指导。

体验过几回，辰辰对这种相亲

形式产生了心理抵触。她不仅没

遇到真正合适的心仪对象，而且被

一些奇葩情况气得不轻。“有个男

生带了大姑和姨妈来相亲，见面就

问擅不擅长做家务，弄得像在面试

保姆。还有个男的直接就说孩子

生得越多越好，可我又不是生育工

具。”辰辰说。

相亲屡次不成功，婚介所的

负责人开始暗示辰辰妈，要正视

女儿 33 岁的年龄“劣势”，让她劝

女儿见一些离异带娃的大龄男

性。辰辰提出反对：“最开始，我

就强调过离婚的绝对不行。婚介

所就是想不断压低我的择偶标

准。”向来严厉的母亲则一边告诉

她别再执着于条件不错的男性，

一边催促她积极和红娘安排的人

选见面。开始相亲的前几年，辰

辰还对相亲有所期待，但在母亲

和婚介红娘的“合谋”下，她觉得

这种期待渐渐瓦解了。

父母立场：宁可退而求其次，也不愿接受女儿被“剩下”

相亲市场的“规矩”
由传统婚恋观念决定

红娘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