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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找个对象这么难？
工作太忙没时间约会，要求太高很快喊“过”，“浅交往”造就剩男剩女
本报记者 赵丽 马云云

“现实生活中还是普通
男、普通女多。”王忠武说，
年轻人对爱情、婚姻不要过
度理想，要求面面俱到是行
不大通的。“其实社会上好
姑娘、好小伙很多，只是自
己的心态问题。”

“要知道自己的人格特
点，也要认识他人。只有放
下高高在上的姿态，才能了
解和接纳别人。你给别人多
少爱，别人才给你多少爱。”
宋家玉建议说。

在多年的婚恋咨询中，
宋家玉见过不少把经济条
件排在择偶标准首位的年
轻人。“都想着一结婚就享
受，这样的愿景可以理解，
但物质的享受是现实的。”
宋家玉说，有些女孩子认为
没房子就说明对方没能力，
有些家里明明有几套房也
不能接受对方无房，“不能
用我家的”，不然好像自己
吃亏了。“年轻人有几个能
凭自己的本事取得这么好
的条件？还不是因为家庭条
件好，可是这种人的自我约
束能力、奋斗的能力将来是
否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受？
将来你的婚姻一定幸福
吗？”

对于物质和爱情的关
系，王忠武给出这样的忠
告：现实和浪漫(物质和感
情 )是婚恋选择的两个坐
标，缺一不可，好的婚恋曲
线，应该是在这两者间，具
有张力，比较均衡，不要过
度向物质倾斜。“只要对方
真心对自己好，有潜力、肯
上进，可以把感情放在前
面，适当减低对物质的预
期，不必那么一步求成。”

宋家玉也表示，在婚姻
中，金钱并不能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在一个健康的婚姻
中，感情是基础，人格是保
障。“如果在金钱和对方的
人格之间二选一的话，一定
要选择健康的人格。”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
中人名除王忠武、宋家玉
外，都为化名)

格专家建议

在现实和浪漫

之间找均衡

“世纪光棍节”就像一阵飓风，来得凶猛，让

不少青年男女心头一震。

“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

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

发现将就更难……”

就像刘若英的《一辈子孤单》，不少单身年轻

人有这样的感叹：为什么我一直孤单？为什么找

个对象这么难？

“男人是房，越等越升值”
11月11日晚上，省城一家事

业单位的员工，27岁的孙光参加
了一场专门为单身男女组织的联
谊舞会。这是单位今年张罗的第
二场联谊活动。孙光说，眼看着不
少年轻人感情方面一直没进展，
连单位领导都着急了。“每天忙得
像陀螺，累得够呛，哪有时间有心
情去相亲、去约会？”孙光说，之前
他曾在千佛山相亲会上贴过“简

历”，和不少女生交换过联系方
式。但因为精力有限，真正见过面
的少之又少。

孙光的大学同学小宋则感叹
自己“养在深闺人未识”。“父母那
一代，有党支部、工会、团委，帮未
婚青年创造机会。现在谁搭理我
们啊？”孙光常和哥们儿开玩笑。

不过，虽然发牢骚，孙光和小
宋真没感觉恋爱结婚这事有多紧

迫。“男人是房，越等越升值。说不
定等到了30岁，选择面要比现在
大得多呢。”孙光调侃说。

“年轻人‘剩’下来，大多不是
自主自愿的，而是被动无奈的选
择。”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社会学教授王忠武分析说，像
孙光、小宋这样被“硬条件”限制
住的单身男女为数不少。“社会竞
争压力大，学业、事业目标重，生

活成本又高，房子、车子成为恋
爱、婚姻的重要砝码。不少年轻人
得先忙学习、忙工作，等这些方面
具备了条件，再开始放手谈恋爱，
时间已经比较紧迫了。”王忠武
说，加之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人
际交往趋向浅层次、陌生化，一些
离家在外的年轻人，没有人帮着
张罗，只能自己去发现，难免“蹉
跎”。

“我不想将就，这有错吗？”

“不想一结婚就过紧巴日子”

“这姑娘太强，我怕降不住”

“怎么找个人就这么难，我条
件也不差啊！”当年龄嗖地滑到27
岁，张杨已经很难淡定了。

张杨身上的标签：硕士毕业，
公务员，独生女，家境较好，身高
1 . 66米，模样中上。自己条件好，
对未来的另一半，期望也很高。

“对学历、长相、收入、家庭、性格

方方面面要求都很高，有完美主
义、理想主义倾向，眼里不揉沙
子，导致曲高和寡。”王忠武总结
的这一特点，在她身上确实有所
体现。

大二时，张杨和同学谈过一
场恋爱，一年后无疾而终。考上研
究生后，在父母的催促和安排下，

她开始相亲。
张杨还记得第一个相亲对

象，那男生在银行做管理，济南本
地人，谈吐老成，美中不足的是个
头达不到张家的标准。她几乎没
有犹豫，直接选择了“PASS”。后
来的几个男生张杨也都没看进眼
里，她总能挑出缺点来：说话太木

讷、眼睛太小，没男人味……
工作之后，张杨相亲的次数

直线增多，但热情也直线下降，仿
佛看花了眼一般，她有点疲沓了。

“谈谈试试？我不想随便，也
耽误不起。”眼看青春无多，张杨
既焦虑又疑惑，“我不想将就，这
有错吗？”

28岁的孙静纯也是寻寻觅觅
无结果，不过，她的原因相对明确：
她想找个门当户对的。

大学毕业后，孙静纯在一家企
业做会计。过了不久，父母就给她
买了房子，买了车。孙静纯对未来
丈夫的期许有重要的一条：有本
事，能挣钱。

工作后，有个同事对她很有好
感，追求了很长时间，但孙静纯一
直没回应。原因有两个：一是小伙

子家在农村，经济条件不好；最重
要的是，她担心对方的动机不纯，

“女生想找个条件好的，男生就不
这么想吗？还不如找个有钱的，起
码他不是图我的家庭条件。”

孙静纯的同事徐华，上一段恋
情也是因为经济原因结束的。25岁
的徐华家在农村，父母供两个孩子
读大学已经很吃力，女儿结婚提供
不了多少经济支持。

“找个济南本地的男生，有房

子，能少辛苦20年！”过年回家，亲
戚朋友都这样劝她。这些话，徐华
也不是没听到耳朵里去。她自称
是一个相信爱情的现实主义者，

“现在我愿意陪他吃20年的苦，20
年之后，陪在他身边的一定就是我
吗？我不想一结婚就过紧巴日子。”

“据粗略统计，济南有90%以
上的女性不能接受裸婚。”中国婚
姻咨询救助网首席专家宋家玉告
诉记者，多年的情感工作经历让他

感觉到，女性在择偶时的挑剔倾向
越来越明显，对男人的要求，尤其
是物质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些
女孩子甚至非要找医生、公务员，
其他一概不要。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恋爱观
更趋向现实和功利。”王忠武对此
也有同感。他分析说，现在一部分
青年人对婚姻、恋爱有“一步到位”
的心理，希望对方有足够的物质基
础，一切都是现成的，否则就免谈。

今年10月底，28岁的张妍妍第
四次相亲又以失败告终。这次相亲
是导师做的红娘。“感觉学历高反
而成了负担。”张妍妍说，曾经有个
人和自己挺聊得来，但后来对方突
然发来短信，说感觉两人不合适。
张妍妍询问再三，那个男生才支支
吾吾地说，自己是本科毕业，两人

学历差距太大。
“我当时就说，我不在乎这个，

而且你工作的时间长，社会阅历
多，这些都是我不具备的。”张妍妍
说，虽然自己一再解释，但还是同
样的结局。后来，她无意中听说，对
方给介绍人的回复是，“这姑娘太
强，我怕降不住。”

“与南方城市比起来，济南人的
婚姻观相对保守，女性在择偶时注
重安全感，往往希望对方有稳定的
工作，人品可靠。二婚、外地的一般
不太好接受。而男生择偶时，则希望
男高女低，工作可以一般，但要性格
好一点。”宋家玉说，纠结于“男高女
低”的旧观念，一些条件不错的女生

反而没有了市场。
而一部分男青年之所以“剩

下”，则是因为条件稍差，这里的
“差”不仅指相貌、能力。“有些男生
长得不丑、工作也很好，但个性有问
题，比如抑郁、清高、看问题偏激、心
理健康指数不高，这样就影响了他
们的择偶观。”宋家玉分析说。

“只是我对感情不再信任”
2009年刘聪敏研究生毕业，进

入省城一家设计院工作，两年的校
园恋情也同时终结，对于感情，刘
聪敏一时间有些心灰意冷。

刘聪敏用了半年的时间“疗
伤”。直到2010年4月，她才尝试再
次恋爱。“那个男生打小我叔叔就

认识，觉得不错。”刘聪敏的母亲也
专门从老家赶过来，陪她一起相
亲。见面后，刘妈妈对男生很满意。

在父母的催促下，刘聪敏开始
交往，却没燃起热度。不过，这个男
生对她挺中意。2011年春节过后，
男生的父母专门找她谈了结婚的

事，这时刘聪敏突然打了个“激
灵”——— 真要和他过一辈子，自己
会快乐吗？犹豫了一个月之后，刘
聪敏选择终结这段感情。“可能不
是他不好，只是我对感情不再信
任。”现在刘聪敏仍是单身。

“离婚率高、家庭冷暴力、出轨

等负面信息，降低了人们对结婚的
欲望。”王忠武说，部分年轻人对婚
姻持有犹豫怀疑态度，“他会不会
变心”、“万一跳火坑怎么办”这样
的担心萦绕心中，没有安全感。择
偶路走得战战兢兢，瞻前顾后，其
实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可惜的错过。

相亲会上，人头
攒动。为什么有那么多
年轻人单着呢？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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