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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七七夕夕节节，，这这些些人人还还单单着着呢呢
高学历、高收入，“剩男”“剩女”中不乏优秀者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子慧 宁书文

8月2日是传统的七夕节。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省城各大
商场造势“中国情人节”，七夕
节变身成了促销节，情侣之间
热衷的也是巧克力、红酒、西餐
等洋礼品。“中国的情人节为何
找不到中国特色的东西？”不少
市民对此产生疑问。

1日，记者走访省城购物餐
饮场所发现，针对七夕节，各大
商家推出各种洋味十足的促
销。一家西餐厅推出了“微信扫
一扫，发接吻照打折”的西式浪
漫活动吸引消费者眼球。也有
影院推出了七夕情侣座优惠，
有餐厅推出了七夕情侣套餐来
吸引消费者。

除了商家借节发挥外，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年轻情侣之
间送的礼物也多热衷于玫瑰
花、巧克力等一些在西方情人
节中出现的“洋味”商品。当记
者询问是否了解巧果、木梳、香

囊等传统礼品时，多数人表示
不知情。对于节日本身的意义，
也很少有人能说出。

山东省民俗学会副秘书
长、民俗学家李浩说，早期的七
夕节并非“情人节”，随着社会
和时代的变化，每个节日都会
被赋予新的内涵。

“这其实是个很正常的过
程，在现代社会完全保留古代
七夕节的传统是几乎不可能
的。当然，如果想让七夕节受到
年轻人的宠爱，其内容就需要
做一些改进。”李浩认为，未来
可以在挖掘传统特色的节日载
体上多下工夫。

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教授
刘宗迪说，七夕故事和风俗的
时间性，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
秋天的农时节日，尽管牛郎织
女隔河相望，演绎出凄婉动人
的爱情故事，但七夕起初却与
爱情无关。“有人愿意在七夕过
情人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
的本意是，把七夕当作情人节
来过并不合乎传统”。

七夕本非情人节
民俗专家：应多挖掘中国味节日载体

招数1
“露骨”促销

1日，记者登录各大电商网
站发现，网上七夕打起了语言
激情战，各种产品被包装在露
骨字眼的活动专题下，网友调
侃“节操掉了一地”。

淘宝旅游推出了“翻滚吧
骚年”专题，可以秒抢1元酒店
入住即送杜蕾斯，“车震停不下
来”专题则选出了最适合车震
的车型。

京东商城“表白结束，直接
堵住她的嘴”卖的是巧克力和甜
食，“现在衣着得体，未来才能赤
裸相见”卖的则是服饰内衣。

招数2
热吻赢大奖

各大商场七夕专属活动多
是情侣现场亲密互动。世纪缘珠
宝“KISS大作战，免费拿美钻”的
热吻活动最开放。情人节当天，情
侣到现场亲吻即可获得高级定
制马克杯一个，更设有“无敌吻
霸”、“模范吻霸”、“情深吻霸”和

“人气吻霸”四个大奖。
中海环宇城则推出了“私

人订制”表白求婚，为求婚者营
造一场“惊天动地”的爱的礼
物。据介绍，在环宇城求婚的情
侣已有数十对，“几乎是百分百
的成功率”。

招数3
汉服穿越秀

“8月2日七夕当天，在我店
一楼上演一场穿越秀，身穿汉服
的男女，进行汉家文化表演和七
夕歌舞表演，现场还准备了服饰
供顾客免费穿着拍照。”银座八一
店的七夕活动更回归传统。

根据七夕乞巧学习针线活
的传统，泺源大街银座商城则
推出了情侣“穿针引线”活动，
该商场活动负责人介绍，活动
的主要内容是男士拿针，女士
拿线穿针，共同合作完成。“能
把情侣活动和传统习俗结合
起来。”

卖卖场场邀邀情情侣侣晒晒幸幸福福赚赚人人气气
针对七夕节，线上线下商家招数频出

有此一说

七夕逛街

又是一年七夕节，在有情人成双成对地浪漫过节时，还有大批剩男剩女在苦苦寻觅自己
的有缘人。记者调查发现，省城剩女总体上多过剩男，而且，无论剩男剩女，往往都很优秀。业
内人士分析，“剩下”的原因主要在于择偶标准上的不对称。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韩美惠

鹃 省城剩女多过剩男
所谓剩男、剩女，其实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年龄界限。济南
泉城之恋婚介所的工作人员董
女士告诉记者，按照传统观念
来说，在二十七八岁还没有对
象的，就差不多算是大龄未婚
青年了。而且，这几年济南大龄
未婚青年人数逐年增多，总体
上女性略多于男性。

记者随后在济南几个婚介
公司网站上进行了搜索，也发现
了这一规律。以一家名为“舜华
缘”的婚恋网站为例，济南地区
28-35岁的女会员有285名，男会
员则有270名，女性数量略多。济
南我主良缘婚介中心的工作人
员也表示，在大龄男女比例上，
最近几年一直是女多男少。

在高收入、高学历人群中，
这种差距似乎更加明显。根据
某省直机关交友活动提供的一
份数据，截止到今年6月30日，
在报名参加交友活动的500余
人中，男女比例为3：7，差距悬
殊。而从年龄上看，无论是男性
还是女性，“85后”都能占到半
数以上。

鹃 “剩下”的都挺优质
在董女士看来，所谓的剩

男剩女里，优质是一大特点。
“女的一般都学历高、能力强，
大多从事医生、教师等工作，或
者是金融等领域的白领。”董女
士说，男性也不差，一般经济条
件较好，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
稳定的工作。

记者在几个济南婚恋网站

上随机抽取了部分28-35岁青
年的个人资料统计发现，约七
成的女性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有的还是硕士、博士学历，
她们一般在事业单位或国营单
位工作，有稳定的收入。

相同年龄段的男性学历有
八成在本科以上，硕士居多，多
拥有一份高薪职业，从事工程

师、IT技术员等工作。从事工程
规划设计的韩毅（化名）今年27
岁了，他表示，周围像自己一样
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月收入上
万的男同事有很多，但做他们
这行的交际圈相对封闭，加班
也比较多，很难有机会认识女
性朋友，渐渐就成了众人口中
的“黄金剩男”。

鹃 或因择偶标准不对称
都很优秀的两群人却落了

单，究其原因，董女士分析可能
在于择偶要求上的不对称。董
女士说，大龄未婚女性在择偶
方面对男士的学历和工作要求
比较高，最近几年女性群体文
化水平的提高，无形中就抬高
了择偶标准。

同时，记者调查中也发现，不
少大龄女性往往要求对方月收
入能在5000元甚至8000元以上。
今年29岁的小郭也承认，随着年
龄增长，自己的择偶标准也跟着

提高了。在她看来，30多岁的男性
理应有房有车、有较高的收入。

男性的关注点则不同。“对
外形看得比较重，其次就是工
作和年龄，一般都想找比自己
年龄稍小点的女性为伴。”董女
士说，男性中其实也有高收入
人群，但相比女性来说，他们往
往不太在意对方的学历和收
入，甚至出于自尊心等原因不
太愿意找比自己年龄大或学历
比自己高的女性。

综合来讲，男性更在意女性

的年龄和外貌，而女性更在意男
性的学历和收入，无形中就产生
了择偶标准上的不对称。

对此，作为业内人士的董女
士也觉得既困惑又惋惜。“这些女
孩子工作好、性格好，长相也不
差，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对
象。”董女士告诉记者，从她
自身接触的一些大龄女
性来看，她们往往都有
很多理由不找对象，例
如以工作为重、自己还
小等等。

针对七夕节，线上线下商家各自使尽了招数。除了适逢季末打价格战外，各大
电商一周前就开推七夕购物主题，省城各大商场也普遍推出了现场情侣活动。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齐琳珲 赵洋

1日，在和平路上的一家小丑鲜花店里，挂满了由店老
板扮演的小丑和顾客的合照。七夕来临，不少花店推出了

“小丑送花”服务，由送花员打扮成小丑把鲜花送到顾客手
中，并现场表演变气球等小魔术，受到许多年轻人的欢迎。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摄

““小小丑丑送送花花””

受受热热捧捧


	C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