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
30多名学员，只有4位是父亲
大家“自来熟”，很快互换了信息

家有“剩男剩女”，父母无奈向专家请教

“家里人急死了，孩子就是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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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大龄单身青年”系列报道①

开栏语：
宁波至少有数万名28岁以上的大龄单身青年。他们的父母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并急于参与子女的感情生活。

关注这几万名“剩男剩女”，就是关注他们背后的几万户家庭。我们试图通过分享那些子女与父母间的亲情故事和
相关公益项目的父母课堂，一起厘清父母与子女的“边界”，让父母睿智地去做子女的情感参谋。读者朋友，若您有
想法想与我们分享，可关注宁波晚报公益相亲平台——甬现（右图），参与问卷调查，或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是西方的父亲节。这一天，不少大龄未婚青年的父母顾不上午休，急急地赶往位于三江口的中农信大厦，
参加由市妇联大龄未婚青年婚恋障碍干预项目组举办的父母课堂。

“我都焦虑得不行了，去听听老师们怎么说，顺便看看来的人家里，有没好的小孩……”说这话的阿姨，提前半小时来到现场。

下午2点开课，最早来的一位母亲几乎提前
了1小时。“我家就住附近，吃过饭就散步过来
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当日坐堂主讲的宁波
益和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胡睿打着招呼，随后
找了个沙发坐下，随手翻看着近期的报纸。

等候的时间并不难熬，因为提前到来的学
员陆续进场，大家很快就熟络了。“你家是儿子
还是女儿啦？年龄几岁啦？宁波小歪伐……”
同病相怜的父母们很自然地交流起了信息，遇
到家里孩子性别不同的，还要多聊上几句，看看
有没发展可能性。

2点，30多位学员坐满讲厅。记者数了数，
除了4位是父亲，其他都是母亲。

“怎么办啦，她爸爸宠孩子宠得不行，觉得
女儿怎么都是对的，现在29岁了也不急，我不来
谁来？”一位母亲和身边的另一位“剩男”父亲诉
苦。这位父亲则摆摆手，话里几分无奈，“儿子
嫌他妈妈天天催，已经不要再和她说话了。”

作为公益项目，父母课堂是免费的。开课
前，胡睿公布了一个好消息，现场将有6个名额
可获得他们心理咨询中心的一对一咨询服务。
面对这样的“小灶”，全场父母齐刷刷地举起了
双手。怎么办，名额有限。“摇号吧，反正现在买
房都是摇号！”一位父亲高声建议。全场一致说
好，约定在课程结束时再公开抽签。

讲堂的第一个环节，是互动。胡睿请每位
学员们写出自己对子女婚恋中最困惑的两个问
题，然后从中抽取三个问题进行交流分享。

“女儿对另一半要求太高了，不仅要有眼
缘，还要各方面条件都好。”这是抽取出的第一
道问题，全场家长听了之后，瞬间炸开了锅，纷
纷表示有话要讲。

一位拎着LV包包的父亲率先发言，评论得
很辩证：女儿肯定是没错的，这个要求也是合理
的，但同时父母希望她降低要求的焦虑也是合
理的。“你想啊，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婚配一般
都是男方比女方高一点点，大家觉得这样的婚
姻才匹配。如果女儿很优秀，当然希望男方能
更出众，难道还去匹配更差的男生啊？”

“我女儿一年20多万元收入，自己有房有
车，叫她去相亲，一看对方收入比她低不少，直
接说谈也不要谈。还跟我们说，10万元以下的
不用跟我介绍，宁可单身也不降低生活质量。”
一位母亲表示，女儿的要求让他们觉得劝解无
力。

一位父亲回答得很“科学”，他说，会力劝女
儿别在意这些“可变量”，相反更要认真权衡那
些不可变因素。“收入是可以变的嘛，今年5万
元，明年10万元，后年20万元又不是不可能；
反倒要对男方的身高、父母、家庭进行深入
了解，这些可是一辈子都改变不了的。”

“要求眼缘，这肯定是正确的啊。”一位
母亲力撑案例中的那个女孩儿，“两人要是
见面一点好感也没，那还谈什么谈，怎么相
处一辈子？至于其他条件嘛，可以调节。”

胡睿长期从事大龄未婚青年的心理辅
导，他在听父母们发言之后，抛出了一个相
亲“大数据”，惊呆众人：据统计，10次相
亲里，只有1次能让男女双方对上眼
缘。“这样的啊”，父母们陷入了沉思。

“孩子在相亲时，感觉双方都

不主动。”这是抽取出来的第二问。
一位父亲举手发言说，他也很困惑，儿子与

一个条件各方面都不错的女孩相亲，但两人相
处得比较冷淡。“我们两家相距只有1.6公里，儿
子宁可每天在江边跑步，也不去约女孩子出来
玩。”父亲说，“你哪怕跑到对方家楼下，把女孩
叫下来聊几句天，也比一个人闷头跑的好吧，但
儿子就是不采纳。我就不懂他是不会谈恋爱，
还是根本没看上对方。”

“我陪着去相了一次亲，远远地偷看，女儿
坐那里只会低头玩手机，男方也没啥兴趣，有一
搭没一搭地说话。隔了老远，我都感觉空气好
像凝固了。”

“家里人急死了，孩子就是不急，说不想谈
恋爱，相亲也不去，说婚姻不是必需品。”这是抽
取出来的第三问。

而这一问，直接让在场的父母纷纷摇头，说
“无解”，不知如何规劝。

晚婚正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选
择晚婚的人越多。上海人口情报研究中心有关统计资料显
示，上海结婚人数正逐年递减，特别是1989年到1997年的
10年间，每年的结婚人数从18万对锐减到10万对。广东
省妇联系统进行的“白领婚恋观念”调查显示，广东25岁至
35岁的白领青年中，未婚者占了1/3，总人数超过150万。

来自宁波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宁波全市
共有42512对新人结婚，结婚人数创下8年新低。2016
年，登记结婚的为45714对，虽略有增长，但仍处于历史
低位。越来越多的单身青年因为晚婚，把自己拖进了

“大龄”的序列。
宁波市大龄未婚青年婚恋障碍干预项目组负责人徐燕

萍说，在市妇联“三江缘”公益红娘平台登记的单身男女已
有两万多人次，男女基本1：1，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但有意
思的是，现场登记的这些单身男女，约有七成都是由他们父
母代劳的，或者父母押着孩子前来的。真正在现场由单身
男女自主、自愿登记的，仅为三成。

去年2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
中心发布的《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逾七成受访者
曾被父母逼婚，25至35岁的青年被逼婚率高达86%，甚至
有3%的青年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就被父母逼婚。

宁波青年遭遇的逼婚压力怎么样？去年，宁波市大
龄未婚青年婚恋障碍干预项目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大龄未婚青年现状的调查研究，并出炉了一份《宁波市
大龄未婚青年婚恋障碍及干预措施研究报告》。里面的
一组调查显示，当遇到压力或困惑时，有84.73%的大龄
未婚青年认为身边没有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
父母普遍很关心自己的婚恋问题，其中有20.67%的父母
会经常开口问及，把逼婚放到桌面上，丝毫不担心会刺
激到大龄未婚青年敏感的内心。

困惑
面对三道“剩男剩女”婚恋难题
家长纷纷表示无力劝解

焦虑
二成大龄青年
遭父母逼婚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经常看到‘无所谓’的当事人
和‘焦躁’的父母。”徐燕萍说，面对子女大龄未婚，很多

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有的急于求成，
试图通过不断施压，来迫使子女早点成婚。而很多大龄
青年在家庭的逼婚下，变得更加“焦虑、恐惧”，甚至
与父母对立或隔离，影响了和谐的家庭关系。

“为了让女儿早日成婚，我真是什么办法都试过
了。”在父母课堂现场，一位母亲拉着记者的手说，她
不仅亲自到琴桥公园的周末老爸老妈相亲会上为女

儿“举牌”，托身边的亲朋好友不断介绍条件合适的单身
男青年，甚至还花数千元到婚介所报名，但这些努力都
变成了东流水。

“大龄青年婚恋情感项目面对的群体不仅是大龄青
年，也包括其背后的一个个家庭。”徐燕萍说，项目组
今年特意将大龄青年的父母也纳入服务对象，对其进
行直接或间接的辅导宣传，引导其调整好自己的心
态，不可将自己的焦虑施压于子女身上，更不可一味
责备子女，而是与孩子共同面对问题，做好孩子的情
感参谋。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胡青蓝

状态
你未婚，我着急！
父母急于参与子女感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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