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4年7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王丽洁 电话：0532-66988903 邮箱：924225169@qq.com 婚恋

据媒体报道，自2024年秋季学期
开始，与婚姻相关的“学问”将正式成
为一门本科专业。近日，教育部发布
《关于同意设置民政职业大学的函》，
同意以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为基础
设立民政职业大学，首批设置“婚姻服
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管理”等5
个职业本科专业。婚姻服务与管理专
业，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婚姻类职业
本科专业。

在当下有些年轻人“恐婚不婚现
象”的大背景下，这一创新举措彰显
了社会对婚姻健康与家庭幸福的深切
关注，也引发我们的深层思考——婚
姻这门学问在老一代的生活中有多少
人曾认真思索、学习过？

不可否认，“上一代的婚姻质量”成
为影响年轻一代婚姻观念的重要推
手。父母婚姻幸福，儿女就会有样学
样，憧憬婚姻、期许婚姻、善待婚姻；父
母婚姻不幸福，儿女也会在无形中被

“传染”，错误的两性互动方式，错误的
矛盾解决方式……均会不知不觉传递
给下一代。父母之范，铸就子女之
基。父母的婚姻状态，如同一盏灯，其
光明与温暖程度，直接或间接地照亮
了子女对于婚姻与家庭的认知路径。

为了子女的幸福未来，每一位父
母都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秉持“生
命不息，爱意绵长，学习不止”的人生
态度，持续滋养家庭“爱”之花，让

“爱”溢满我们的家！ 王丽洁

婚恋，是正经“学问”
婚姻观察 点

评

在当下社会，年轻人
恐婚不婚的现象日益凸
显，其背后原因复杂多
样。然而，原生家庭里父
母的婚姻状态以及教育方
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年
轻人的婚恋观，如同孩子
成长的隐形之手，悄然塑
造着他们对亲密关系的认
知与态度。

父母常吵架
女儿恐婚不婚

孙女士从小目睹父母
常常吵架，对婚姻充满恐
惧，长大后，一直都不敢谈
恋爱。直到近30岁时，才
在家人朋友的催促下去相
亲。如今年近40岁，相亲十
多次，但至今没有成功。原
因是她几乎无法与对方进
入到一段“相处美好的恋
情”，总是因为对方的一个
举动、一条信息、一句话而

“瞬间炸毛”，使得两人的关
系长时间僵持，却找不到
化解的方法。长此以往，
孙女士对寻找另一半失去
了信心，同时给她介绍对
象的人也越来越少。

其母亲是本报的老

读者，一次在与记者的深
谈中，她道出了家庭中亲
人相处的一些细节。“我
和她爸一辈子吵架，吵完
了就冷战。我们家大多
数时候要么是吵架，要么
就是冷战，各人干各人
的。就算吃饭也是各吃各
的。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过
来的。前几年她爸癌症去
世了，就剩下我和闺女，看
到她40多岁了还是孤身一
人，很心疼。”这位母亲告诉
记者，女儿与周围人相处，
距离远的还没什么大问题，
一旦双方走近了，爱挑剔、
爱指责，与人有了矛盾也不
知道如何化解……这些性
情很像其父。女儿过了30
岁，她为女儿的婚事愁白了
头，可女儿却不以为然，反
过来还时常与她争吵。

家是温馨的港湾，父
母是孩子亲密关系的第
一示范，会深深影响着子
女对婚姻的态度。影星徐
静蕾曾对媒体坦陈，由于从
小经历父母吵架，自己对婚
姻有点恐惧。事实证明，当
父母频繁吵架时，子女可能
学习到不健康的冲突解决

方式，或是有暴力攻击性，
或是退缩，逆来顺受。如
果子女长大后缺少自我觉
察和觉醒，这种模仿行为
会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产
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缺少“性别教育”
45岁女士从未恋爱过

在“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的温婉诗句里，我们不
禁会联想到一幅幅美丽女
子与倾慕者之间美好情愫
的画面。然而，45岁的张
女士却从未体验过被异性
追求的“心动时刻”。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
的父母从小就把她当男孩
养育，穿的用的都是哥哥
淘汰的旧衣服或旧文具，
她的内衣也只是在地摊上
买的最便宜的。她第一次
自己买衣服还是在高中毕
业后，也是在那一年才给
自己买了条裙子。平日
里，她习惯穿长衣长裤这
种“中性服饰”。她很少
购买女性化的服装，什么
口红、眉笔等这些美妆用
品，更是从不触碰。“我爸
我妈最看重的就是学习，

其他的都不在意。他们
觉得外在的东西远不及
学业成绩来得重要。”于
是，她从未被引导去探索
自己的性别魅力，从未学
习如何以女性独有的方
式展现自我。

如今，和父母生活在
一起的张女士，生活简单
而规律，每天除了工作还
是工作。对于如何打扮自
己、如何与异性交往，她几
乎一无所知。在情感的世
界里，她更像是一位旁观
者，看着身边的朋友、同事
纷纷步入婚姻的殿堂，享
受爱情的甜蜜，而自己，却
始终未能体验过那份被异
性欣赏与追求的滋味。而
她的父母，却比她还着急，
多次给编辑部打来电话，
希望我们帮找对象。

同 样 缺 乏“ 性 别 教
育”的另一种情形是“妈宝
男”。这部分年轻男性在
成长过程中因过度依赖
父母，缺乏独立思考和自
理能力，而显得不够成
熟。这样的男性，也经常
在婚恋中受挫。

记者 王丽洁

年轻人不婚，根源或是父母？

去年初，天津两位“90后”牧涵和
佳欣一起创办了一家养老服务公司，
为老人提供各种居家上门和个性化
定制服务，她们的服务得到老年人认
可，也逐渐建立起信任。在融入老人
的生活和他们成为朋友之后，老人也
逐渐敞开心扉，表达了生活需求之
外，被忽视的情感需求，比如“找老伴
儿”就是很多单身老年人的心愿。

刚接触这些会员的时候，佳欣发
现叔叔阿姨们会直接亮明要求而且
非常具体，心想，这不就好办了，按照
双方的要求一条条地捋出来，如果大
多能对上，不就成了一半。再加上在
叔叔阿姨来登记时，她都会跟他们做
一些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对每个人的
喜好、谈吐也都有最直观的印象。在
举办线下相亲大会的时候，她们都会
精心挑选条件、性格、年纪最合适的人
凑在一起，对相亲的结果也信心满满。

可事实证明，她把这事儿想简单
了。“我们这儿有位叔叔，所有条件都符
合另一位阿姨，我们赶紧给他俩联系见
面，结果还是没成。”在经历了几对从脾
气秉性到条件要求看上去都是“天作之
合”的叔叔阿姨相亲失败之后，佳欣感
叹“原来老年人相亲比年轻人还难啊！”

没有经济压力，没有生育压力，更
没有父母压力，中老年人相亲难在哪儿
呢？年轻人的婚恋是两个人走到一起
书写自己的故事，可是中老年人都已经
活成了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年的生活
累积下来，当和另一个人发生碰撞、需

要妥协甚至融合的时候，的确比像是一
张白纸的年轻人难上许多。

中老年人相亲，常常是“女的怕
吃亏，男的怕被骗”，走到一起之后，
有人会选择领证结婚，还有不少人就
是同居过日子。近些年，社会法制意
识增强，不少老年人在真正走到一起
之前，或是通过婚前财产公证，或是
提前立下遗嘱，最差也要立一个婚前
协议，避免未来发生经济上的纠纷。
有子女的人通常会把房产留给自己
的子女，再跟对方协商退休金是放在
一起花、还是各花各的。“其实只要不
威胁自己的利益，多数子女都支持父
母能够再往前走一步，毕竟多个人能
帮助自己关心照顾老人，孩子也能更
安心。”佳欣说，“子女不反对了，但老
年人也有自己的考量。有人可能会
对有未婚子女的有所担忧，担心自己
精力和经济条件不够好，难以帮衬对
方，为日后生活带来矛盾。”

生活习惯也是中老年人择偶的
重要考量因素。“是睡硬床还是软床、
是上午遛弯还是下午遛弯，甚至吃饭
的口味，这些都能成为分开的理由。”
才当了短短9 个月的红娘，佳欣就已
经看到有曾经相亲成功的叔叔阿姨
又重新回到了相亲市场。

“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在中老年
人忙于相亲的背后，社交需求大于情
感需求，无论最终叔叔阿姨能否找到
伴侣，希望我们的各种活动能为他们
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欢乐。”田莹

“90后”红娘眼中的中老年婚恋

“原来老年人相亲比年轻人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