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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XIANDAIJINBAO

和朋友玩说是去约会
花钱租男友回家过年

又到“催婚假期”
单身男女发愁
专家：年轻人应主动打破
催婚与反催婚的僵局

■《宁波一女孩假造了张和明星的合影忽悠父母》后续

对此，记者采访浙江万里学院马院副教授、北师大宁波校友会副秘书长吴萍鲜，她对
这次的事件和投票情况做了分析。

她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一种传统家庭观，在如今依然被许多中国父母当
成衡量自己孩子是否“正常”、是否“幸福”的标准。于是，他们经常有意无意把这种迫切的
愿望传达给孩子。一些孩子因为无法承受让父母失望的后果，想出各种招式应对。

“多年来给孩子们带来压力的催婚问题，表面上看起来解决它应该是父母学会明晰
界限，但实际上，相互理解和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吴萍鲜说，父母与孩子生在两个时代，拥抱两种价值观，这种以爱为名而产生的冲
突，比起单纯的利益冲突更加难解。由于父母的传统观念已经固化，一下子改变不太可
能。年轻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不欺骗父母为前提，反客为主，和父母沟通，打破催婚与
反催婚的亲子僵局。

吴萍鲜指出，中国传统家庭中，父母是强者，子女是弱者。但在现代社会，父母很可能
反而是生活的弱者，现代生活的压力，人际交往的复杂度等等他们不能很好地了解。这
时，拥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人，应该主动去拥抱父母。

读者调查
欺骗父母不合适但能理
解

而在本报在线调查中共有102位
热心读者参与，从数据看，当前对逼
婚相亲等话题关注较高的是90后和
95后这个群体，他们占问卷参与人数
的81%，其中95后参与比例为50%。
还有12%左右的人群为85后，80后
及其他年龄段仅占参与人数的7%。

在参与人群的性别分布上，有
64%的人为女性，男性只占了不到四
成。

调查者中有32人表示，如果自己
没有男（女）朋友，会跟父母坦诚相
告。由此可见，像小沈一样会选择骗
父母的人还是占少数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一致认
为欺骗父母不可取，但对于他人迫于
压力用无伤大雅的方式欺骗父母的
行为，近七成的人表达了相对的宽
容，选择“不合适，但可以理解，针对
父母催婚问题年轻人的压力确实很
大”。

催婚囧事一
跟父母聊天

最终都能引向找对象
宁波姑娘丁小姐和小沈一样，出生于

1993年，但一直没有遇到心仪的男士。对于小
沈的做法，她不仅表示理解，还羡慕起“别人家的

父母”，因为相比之下，她面临的是“硬核催婚”。
“跟父母聊天时，任何话题都能引向找对象，

好像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在提醒我找对象。”丁小
姐向记者大倒苦水。

更让丁小姐尴尬的是，小区里只要是认识的人，
都知道她是单身，热心的邻居还会不停地介绍男孩子
过来。“档期最满的时候，我一晚上见了两个。”丁小姐
估算了下，从2016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她已经被介绍
了二三十个男孩子。

最让她无语的是，爸妈每每看到与自己年纪相仿同
学、朋友，都会问人家有没有对象，如果有，就会开启洗
脑模式。

“你看看你同学都结婚（或已经结婚，或生小孩）
了，你也要赶紧啊！”

“哎呀，随便选一个就好了呀！就是过过日子嘛。”
“你怎么这么没用，找个对象都不会找！等你年纪

大了还没结婚，要被人家笑死的！”
这样的话在丁小姐的心中就是一根根刺，脾气

再温顺也免不了反抗。“我说，那总要选自己喜欢
的，现在单身也没什么不好，自己过得开心最重
要。但是他们一般都听不进去，所以我后来就
选择沉默，再说下去就要吵架了。这两年，我
跟我爸妈吵架90%都因为这个。”丁小姐
无奈地叹气。

也正因为这样的催促，丁小
姐免不了要撒点小谎。她说，有时

候只好假装自己有在联系或
发展中的交往对象，出

去跟同性朋友玩，

就说是跟男生约
会。但是由于都没有进
一步的发展迹象，爸妈也从
来都没有当真过，“安排相亲”与
“催找对象”的组合拳在家中屡屡上
演。

催婚囧事二
病床上的父亲，
嘴边挂念的还是结婚

相比丁小姐，市民黄小姐遇到的情况，则令人有
些沉重。

黄小姐的事，还是她的发小——市民龚女士通过
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的。

黄小姐今年36岁，宁波人，自从大学毕业后便一直
在上海工作，典型的女强人性格。

此前也谈过几次恋爱，但家里的父母非常着急，眼
看她的年龄增大，频频催婚，并要求她带男朋友回家。

以往，黄小姐都以工作繁忙为由婉拒，但今年情况
大有变化——父亲经医生诊断后确诊患有胃癌，且已
处于中晚期，躺在医院病房里，话里话外说得最多的，
便是黄小姐的个人问题，父亲的一句“就算我走了，
都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在外打拼，也没个照顾你的人”
令她万分难过。

一方面，是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事业心强
且有主见的黄小姐不愿为了年龄大了而去结
婚，不想应付感情的事。

怎么才能找到两全的办法？黄小姐便想
到在网上租个男朋友带回家过年。她将这
个想法告诉龚女士，作为好朋友，龚女
士最后劝她多与父母沟通，将自己
的顾虑和打算告知，相信父母会
理解她。

而在本报在线调查中共有102位热心读者参
与，从数据看，当前对逼婚相亲等话题关注较高的是90
后和95后这个群体，他们占问卷参与人数的81%，其中
95后参与比例为50%。还有12%左右的人群为85后，80后
及其他年龄段仅占参与人数的7%。

在参与人群的性别分布上，有64%的人为女性，男性只
占了不到四成。

调查者中有32人表示，如果自己没有男（女）朋友，会跟
父母坦诚相告。由此可见，像小沈一样会选择骗父母的人
还是占少数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一致认为欺骗父母不可
取，但对于他人迫于压力用无伤大雅的方式欺骗
父母的行为，近七成的人表达了相对的宽

容，选择“不合适，但可以理解，针对父
母催婚问题年轻人的压力确

实很大”。

【专家解读】 年轻人应主动打破催婚僵局

【读者调查】
欺骗父母不合适但能理解

几天前，本报报道宁波姑娘小沈为给父母交差，通

过P图，骗父母影视明星刘昊然是自己的男朋友一事。

在本报微信推文中，我们做了一个调查，请网友

侃侃自己是否也有过相似经历，在面对过年催婚、催

相亲的父母时，会如何做，同时向大家众筹自己或朋

友的相关故事。截至昨天发稿，我们收到诸多网友

的反馈。

□通讯员 吴萍鲜 金报记者 朱琳 陶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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