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家长逛了三年，最终寻
得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婿；有人期待

缘分，愿意当上门女婿却多年未如愿；有
人看重的是一套房子、一个好收入；有人则

期望未来女婿人品要正、身心健康……热热闹
闹的相亲角，让人读出了人生百味。众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会来跟你“团圆”吗？

每周奔波于相亲角中，老年家长们道出了心
中的苦：“儿女不爱社交，看着着急。”他们更希
望利用退休的时间好好为孩子的未来把把
关。但专家表示，相亲角现象折射出父

母与子女婚恋观念的差异，并非解
决婚配问题的主要渠道。

注意

1.最好结伴前往，注意保

护自己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2.各类信息真假参半，注

意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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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借一步、再借一步说话
9月3日适逢周末，天河公园相亲角

甚为热闹。

当天下午 3 时 20 分许，一名李姓男

子搭讪一位中长发女生。“美女，能否借

一步说话？我怕烈日晒伤你。”女生抬头

瞟见男生的脸正对着太阳，眼睛有些睁

不开，便点点头。

往前走了几步，男生正要开始自我

介绍：“我是1989年的，不知你……”还没

等男生说完，伞后的阿伯站了起来，用手

拍了拍男生，又做出摇手的动作。原来，

他们挡住了这位阿伯的“档口”。

两人便“再借一步说话”。“是这样

的，我刚才听说你是1997年的，不知道你

是否介意男生的年龄呢？”男生把未说完

的话说出，期待女生的反应。

当听到女生希望找个 90 后的伴侣

时，男生进一步补充，“我是1989年教师

节出生的，现在还没过生日，你可以把我

当成1990年的，我觉得两人相处，不要把

年龄看得太重，要给彼此一个机会……”

女生摇了摇头，解释道，自己还是比

较在意年龄，祝愿男生一切顺利。这时

男生说道：“好吧，既然没有缘分，那我也

祝你一切顺利。”新快报记者看到，结束

聊天后男生继续搭讪其他人，而女生则

是快步离开了相亲角。

00后引众人围观
00后廖小姐这天是第一次和母亲来

这里。母亲提到，她女儿今年22岁，自己

想帮她在广州物色一个好对象。

由于年龄优势，这位母亲话音刚落，

十多个人立马围了上来。母亲此时正在

介绍女儿的优秀条件，看到较多人关注，

便停了下来，左看看，右瞧瞧。

“为什么姑娘这么年轻也来相亲

呢？”“我女儿目前在梅州工作，想过来广

州这边发展，所以想找一个在广州的女

婿。”

“和我儿子年龄相差有点大了，不合

适吧。”面对此担忧，母亲说，“年龄其实

不是特别介意，相差10岁以下都是可以

接受的。”这时有人凑了上来补了句：“我

儿子1991年的，你看看合不合适。”

母亲对谈到1991年出生的儿子的这

人有了兴趣，转过头问问其在广州有无

房子，在听闻没有房子后，母亲摇摇头

说，“没房子就可能不合适哦，我女儿从

别处过来，希望找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

可以稳定过日子的。”

旁观的人插了一句：“那也要看工作

能力的嘛，大家都知道在广州买房不容

易，薪资不错的话也是可以过得挺好的。”

许先生的女儿1988年出生，是一名985研

究生，与要求有房有车有户口等严苛的条件不

同，许先生列出来的征婚简介有四个条件，要

求男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三观正、人品

好”“没有不良爱好”“学历本科以上，有稳定工

作”。他说，希望未来的女婿关键要人品好，心

理健康，其他都看得不重。

看着女儿年龄逐渐大了，许先生越来越着

急，刚开始他提出来天河公园相亲角的时候，

女儿很是反对。经过一番劝说，女儿最终接受

了这种方式。他说，自己来这里已有三个星

期，虽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但是也积累了经

验。“找到合适的，我就会安排他们相亲。”许先

生如是说道。

新快报记者探访天河公园相亲角：

父母利用闲暇为孩子未来把关 “开门见山”成相亲“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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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几名保

安四处走动，维持秩序。一名工

作多年的志愿者叶老师说，现场

有许多“婚托”，建议市民不要轻

易进群。一名穿黑色衣服的家

长向记者表示，现场有许多常

客，不为脱单而来，而想骗人上

钩，她用眼神示意了五米开外的

几名男子，叮嘱道：“这里有真心

的，也有不真心的人，如果过来，

一定不能独行。”

卢晶亮也提醒说，“结婚

难”现象让部分人看到了商机，

利用家长的“焦急”心理赚钱。

相较于电信诈骗，“婚托”的危

害性相对较小，不易察觉。因

此需要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可

以多关注政府部门主导的公益

机构提供的服务，对于商业化

的“婚恋中介”保持警惕。但最

根本的，还是要转变思想，自我

消化“焦虑”。

相亲是市民关注的话题。艾媒咨询《2021

年中国婚庆行业市场及消费行为调研报告》显

示，目前中国 20-40 岁的适婚人口总量约为

4.47亿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

国总人口约为14.43亿人。若按此两个数据估

算，适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成左右。

近日，在走访相亲角过后，新快报记者就

发现的现象采访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

院副院长卢晶亮。卢晶亮说，相亲角常见于大

城市，著名的相亲角如北京中山公园、上海人

民公园、广州天河公园等。相亲角现象折射出

父母与子女婚恋观念的差异，也是社会快速发

展变化的产物，如果子女迟迟不婚，父母会感

到焦虑，感到来自周围的社会压力，想要帮助

子女解决婚恋问题，应该对广大家长的心情表

示理解。

相亲角是一种相对低效的婚恋匹
配模式

根据现场家长的反馈，相亲角成功率不

高，但前来相亲的人数依然很多。对此，卢

晶亮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相亲角是一

种相对低效的婚恋匹配模式。一方面，父母

对子女的婚恋偏好并不十分了解，只是从自

己的角度出发，给子女挑选他们认为“合适”

的配偶。另一方面，子女选择推迟结婚，是

在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很难轻易被父

母的“催婚”所改变。总结而言，相亲角更多

的是给“焦虑”的父母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场

所，缓解焦虑，并不是解决子女婚配问题的

主要渠道。

体现出两代人观念的冲突，父母应
尊重子女选择

卢晶亮表示，“自由恋爱”的普及是相当晚

近的事情，婚姻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

已有之。换言之，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决策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但在当代社会，三口之家的

“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年轻人的婚姻更多由自

己做主，但这种现象在他们父母辈的婚恋中还

不是主流现象，这是观念冲突的来源。

“父母那一代普遍结婚较早，婚恋和育儿

成本较低，因此觉得结婚生子不是特别难的事

情。”他说，但是对于当代年轻人，各种经济社

会因素确实抬高了进入婚姻的门槛，使得婚姻

决策变得更加谨慎。

他提到，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增加相互理

解，增加沟通，但重点是父母应该更尊重子女

的选择。对于更年轻的父母来说，应该从小帮

子女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不要视早恋为洪水猛

兽，恋爱同样需要练习，掌握恋爱技巧与经验

更有利于顺利步入婚姻。

“美女，加个微信吧。”每次看到有女

孩在自己的摊位上看简介，赵先生都会

问一遍。新快报记者观察了半个小时发

现，虽然经过的女生和家长不少，但还没

有人跟他加过微信。两位女生看完他密

密麻麻的简介后，抿着嘴笑着走开了。

原来，赵先生的简介上写着“女婿上

门”，他说，自己的老家在外省，是家里的

独子，父母已过世，因此想找“另一个

家”。1987年出生的他坦言可以接受比

自己大 9 岁以内的女士。希望对方“心

理年龄要成熟点”，如果聊得来，再大点

也可以接受。

赵先生说，他在天河公园摆摊有几

年了，至今还没有找到。“可能是因为我

的收入比较少吧，我一个月才三四千

元。”“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面对记者

的提问，他用手指了指天，他相信天意，

相信缘分，不会放弃寻找幸福。

跟他一样相信缘分的，还有旁边一

位1975年出生的男士。赵先生说，这位

是他的“邻居”，专门开车从东莞赶过来

的。“邻居”的资料显示，自己离异，但没

有孩子，希望随缘找到另一半。“因为东

莞那边没有这样的相亲角，他就特地跑

到天河公园来了。”赵先生如是说。

【故事分享】 在现场，有些人带着故事而来，旁人提问，他们就会分享。

有人特意从东莞来

在人群中，汪先生略显紧张，他说这是

他第一次来到相亲角。“我正在度蜜月的老

乡就是通过相亲角找到的另一半，刚好我

周末休息，就想来碰碰运气。”与那些一上来

就缠着女生要加微信的人不同，汪先生会

先与人交流，他说自己生于1985年，2009

年只身来到广州创业，现已定居广州。

他说，创业初期因工作繁忙，便一直

没有成家。“那时候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又怎么敢向女孩子许下承诺？”他对自己

找对象这件事也有过期待，但工作稳定

下来的他，却发现自己身处“社交孤岛”，

已经很难再认识适龄的未婚女性。汪先

生苦笑道：“这些年来，父母催婚都已经

催到麻木了。”

身边也不乏朋友给汪先生介绍，但

由于双方在见面后相对无言，也就没有

进一步发展。在相亲角转了一圈，汪先

生发现在这里找到合适的人也并不容

易，要么年龄相距悬殊，要么双方觉得不

合适，他说，“爱情不是交易，不是明码标

价就一定能成。”

过来碰碰运气

“我第一次就是在这儿遇到合适

的。”出生于1992年、第三次来天河公园

的董先生仍是空着手来，他说不想准备简

历，因为不准备等待被挑选，他要主动出

击，“碰到自己有好感的，会去了解一下，

然后再把自己的一些信息介绍给人家。”

他说，用眼睛探寻、用真心交流是自

己一贯的操作。因为择偶标准仅为“温

柔”，他接触了不少女生。

“我是做IT的，平常圈子比较小，老家

介绍的又比较远，所以才来相亲角看看。”董

先生说，从河南到广州黄埔打拼多年，圈子

慢慢固定下来，过年回家偶尔被“催一催”才

觉得终身大事可以提上日程了。董先生没

有那么多讲究，他觉得“看顺眼”就行，这几

次在天河公园的经历，他认为“也许不是每

个人都会付出真心，但并不是没有真心的

人”。他说以后周末还会接着来。

空着手来

【高手过招】 倚靠在大树旁边的大叔分享说，开门见山的交流，是

这里最普通，也最有效的相亲方式。新快报记者也在现

场看到大家的出招和见招拆招。

“这里有真心的，也有不真心的人，
如果过来，一定不能独行”

【对话家长】 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只要在现场，基本少不了要重复着介绍

自身情况，以及了解对方根底，谈不上轻松。有多年帮孩子相亲经

历的家长说，虽然比较辛苦，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想来试试。

【专家声音】

不同于许先生，陈姨一来便是数年。家住

天河区员村的陈姨有一双儿女，退休后，她将

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儿女的终身大事上。儿

女不爱社交，不急着找另一半，陈姨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女儿生于 1988 年，本科毕业后一

直从事外贸工作，却始终没有碰到合适的对

象。在陈姨眼中，女儿才貌双全，但眼看着就

要超过三十岁了，还没有要找对象的心思，这

让陈姨发愁，“一天比一天大，再拖下去就更不

好找了。”2016年，她开始来到天河公园相亲角

为女儿寻找对象。

陈姨说，那时候的相亲角，可谓是人山人

海，翠湖旁山坡上的林荫小道上挂满了写着各

类基本信息和择偶标准的相亲表。相亲的人

从二十出头到六十出头，职业涵盖了老师、国

企员工、金融工作者、互联网工作者等。“当时

来相亲角的年轻人并不多，大多是两鬓斑白的

父母。”

密密麻麻的相亲资料，让人目不暇接，相

较于其他家长将子女的资料打印出来，陈姨更

热衷直接与家长交流，因为从中可以获取更多

信息，从而增加成功率。陈姨认为找女婿最重

要的就是要女儿喜欢，其它的一切要求都是建

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也给女儿介绍过学历高、

收入好、年龄合适的男孩，但是女儿就是不喜

欢，能怎么办？”陈姨只好每个周末都来相亲角

走一圈，一走便是三年。

2018年的一个周末，陈姨如常来相亲角，

这一次她发现了一个陌生面孔，她上前攀谈，

对方恰好前来为 1984 年出生的儿子找对象。

在看了对方的照片之后，陈姨觉得小伙子长得

挺帅气，几番交谈后，陈姨觉得条件也合适。

“缘分要来的时候，躲都躲不过，女儿就喜欢这

个小伙子。”三年的寻觅，陈姨终于得偿所愿。

如今陈姨已成为外婆，在含饴弄孙之余，

她又回到了相亲角，这一次她开始为步入三十

大关的儿子找对象。“为人父母，到了这个年纪

最欣慰的不过是看见儿女都有人托付，彼此能

够相互照应，踏踏实实地过日子。”陈姨也感

慨：“唉！现在的年轻人又不爱出门，又不敢与

人面对面交谈，即使他们想找对象，也不容

易。”

说罢，陈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与寻

觅，“我的一些老友帮子女在这找了六七年也

没有找到，都不知道这一次要等多久，才能等

到儿子的缘分降临。”

有父母三年寻觅，终为女儿找到良缘

相亲角可供缓解焦虑
但并非解决婚配问题的主要渠道

相亲的要求之一：关键要人品好

相亲
百态

■为了帮子女找对象，家长们使出浑身解数。

■有不少年

轻人来到天

河公园的相

亲角，希望

能 觅 得 良

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