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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父母的角度看，父母的年纪越来越高，精力
却是越来越差，这是一种客观事实。父母也很清楚这一
点，所以他们总想着“能帮孩子多少帮多少”，父母想帮孩
子分担压力，各种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恋爱、结婚等。
当然，这是一件对大部分孩子来说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同时，从接受的这3%的年轻人来说，这存在着对父
母的理解和心疼，是对父母良苦用心的感谢，认为以父母
的阅历会帮自己把关，挑选到在父母眼中比较靠谱的对
象，但也就是仅此而已。这也是孩子的一份尴尬的福气，
毕竟父母始终最在意你的幸福。

从孩子的角度看，当代年轻人把谋生比谋爱看得更
为重要。他们是真正理解到“靠自己”才能真正把握自己
的命运，很坚定地把安全感放在自己身上，这是年轻人的

“人间清醒”；同样的，目前的年轻人更在意的是两个人的
相知相伴，是要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的结果导向，大家

专家点评

父母的好意不拒绝，但也不勉强自己
喜欢相互成长、健康不消耗的恋爱结婚，不
内耗也不愿意消耗，这就非常考验两个人
的匹配度。

因此，父母的代相亲不太符合年轻人
的择偶观，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苦”和“甜”的界限划分和“先苦后甜”此类
的故事对当代年轻人没有吸引度，年轻人
更注重契合，父母更相信磨合，这样的观念
冲突长此以往，难以调和。

归根结底，父母代相亲，是爱孩子的一
种表现，建议孩子们既然无法阻挡，还不如
尊重接纳，把自己的想法大大方方告诉父
母，让父母更有责任心地去做这件事。但请你相信，婚恋
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上，父母的好意不拒绝，但是
也不勉强自己。

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

周小燕有人偏爱“全糖社交”，有人钟情“搭完就走”；有人喜欢虚拟交往，有人青睐线下交友。年轻人花式
社交的出现，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探索多元化的社交方式带来诸多启示。

社交不是考试答题，无需寻求最优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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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年轻人的花式社交
近年来，种种新型社交方式在年轻群体

中流行开来。有人调侃：年轻人开始整顿社
交关系了。层出不穷的新社交名词、令人眼
花缭乱的社交方式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现实
动因？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年轻一代多样化
的社交需求呢？

露营社交

看展式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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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特产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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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逐渐意识到，尽管他们可以轻松地在社交媒体上与很多人保持联系，但真正能够深入交流的

朋友却寥寥无几。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社交转向线下——来一场City Walk（城市漫步），加入
飞盘俱乐部，上夜校“去班味儿”等形式新颖的活动，正是年轻一代对线下社交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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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瞭望

“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大大银河，我却发现你存在的那个角落。”虽然如今的年轻人
常以自嘲的口吻，抱怨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NPC（非玩家角色），但每个人内心都渴望
被看见、被认可。

要读懂年轻人的社交，既要拨开那些看似复杂多变的社交“迷雾”，看清花式社交背
后年轻一代对连接、认同与表达的深切渴望，也要以一颗温柔而敏锐的
心，去倾听更多年轻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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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孤独是人生的永恒课题。“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李白描绘的孤独，“拣尽寒枝不肯栖，寂
寞沙洲冷”是苏轼坚守的孤独。

不能享受孤独的人很难构建起真正健康的社交关系，一味向外求索会导致自身内耗，也会增加他人
负担。屏蔽掉不重要的群消息，鼓起勇气拒绝不想去的聚会，腾出时间独自去追一场日落或是奔赴自己
喜欢的音乐会……通过不断修炼内心世界，在孤独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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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遇重庆婚恋大数据发布《相亲调查报告》

有多少父母在替孩子相亲？
对于适婚青年的婚姻大事，往往父母比本人更心急。在一些相亲角，随处可见父母辈的身影。春节临

近，不少家长四处物色，只为儿女寻找良缘。
那么，有多少父母在替孩子相亲？单身的你希望父母四处为你物色对象吗？近日，由重庆晚报·厢遇联

合上游新闻创建的“重庆婚恋大数据”发布《相亲调查报告》，通过对随机抽取的330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显
示超6成人有父母代相亲经历，而支持父母帮助相亲的仅占3%。

调查对象调查对象

性别
男性33.3%，女性66.7%。

年龄
“00后”48.5%，“90后”33.3%，“80后”18.2%。

情感状态
单身69.7%，恋爱中21.2%，已婚9.1%。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超6成人有父母代相亲经历
数据显示，60.6%的人有父母代相亲的经历；39.4%的人没有父母代相亲的经历。
对于父母帮自己相亲的原因，42.4%的人表示是因为“自己不主动”；36.4%的人表示是因为自己根本不想相亲，父

母一着急了就四处物色合适对象；21.2%的人表示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父母物色好后，推荐给自己。

要长相帅气或者漂亮：6.1%

只要有经济基础，
没车没房也没关
系：36.4%

需要是本地人，拒
绝异地恋：24.2%

有车有房：33.3%

长辈相人最看好“经济基础”

父母在帮助子女相亲的过程中，最看
好对方什么样的条件？调查显示，36.4%
的人表示“只要有经济基础，没房没车也
没关系”；其次，33.3%的人表示要“有车有
房”；24.2%的人表示“需要是本地人，拒绝
异地恋”；6.1%的人认为要“长相帅气或者
漂亮”。

超半数会接触父母看中的人

父母物色好的相亲对象，你会去见见吗？54.5%的人表示会慢慢接触，因为父母物色好的相亲对象在条件各方面都
比较登对，至于感情可以慢慢接触试试；而也有45.5%的人不会接受，因为恋爱是自己的事，不是父母的。

支持父母代相亲的人仅占3%

根据调查数据，支持父母代相亲的仅
占比3%，45.5%的人表示无所谓，51.5%
的人表示排斥。

在婚恋问题上，57.6%的人选择了“不
拒绝相亲，但希望父母先和自己沟通，听

听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以及“不过多
催促、不太过干涉”；36.4%的人表示

“不希望父母替自己物色相亲对象，
自己的婚恋问题自己可以解决”，选
择“其他”的占比6%。

双方难以沟通：9.5%

相互不理解，对于
择偶的理解有分
歧：61.9%

父母强势，他们认
为好的人，非要逼
着 自 己 同 意 ：
28.6%

超五成人脱单愿“静待缘分”

大家都青睐什么样的脱单方式？调
查显示，青睐以静待缘分形式脱单的最
多，占比54.5%。其次是青睐以朋友介
绍、父母代替物色相亲对象、借助相亲平
台的形式脱单，分别占比33.3%、6.1%、
6.1%。

朋友介绍：33.3%静待缘分：54.5%

父母代替四处物色
相亲对象：6.1%

借助相亲平台脱
单：6.1%

子女声音

“父母看好的都不会太差”

秦秦（29岁 女 文案策划）：父母时时刻刻都希望
我能够早点结婚，四处给我介绍对象。我也不忍心看他
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担心我的个人问题，所以他们介绍的
对象我都会试着接触。毕竟父母看好的，人品和条件都
不会太差，我自己只需要考虑感情是否来电即可。

“毕竟父母都是为孩子好”

王先生（32岁 男 电工）：我个子不高有点不自信，
加上不知道如何与异性相处，一直没有脱单。我被“剩下”
的原因我自己很清楚，但就是改不了。我是很支持父母给
我物色相亲对象的，毕竟父母都是为孩子好，而且相亲对
象是否合适，最终还是经过相处后由双方决定的。

“父母参与让我很不自由”

小刘（28岁 女 文员）:之前我妈妈给我介绍了一
个相亲对象，接触后发现和对方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可
我妈妈觉得他条件好、家境好，人也长得帅气，就硬要撮合
我们在一起，还处处指出我的不是。感情的事父母最好只
是提建议，让他们参与进来会有很多的不自由和阻碍。

“他们不懂我喜欢啥样的”

陈杰（25岁 男 程序员）：这两年,他们给我介绍的
对象不低于6个了，见面后并没有合适的，原因可能是本
身就排斥吧！我也并不是不想交朋友，只是觉得年纪还
小，可以慢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说实话，我到底喜欢
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都没有完全定义，更何况父母。

支持 反对

父母声音

“趁我年轻还能帮忙带娃”

刘丽（58岁 退休工人）：我儿子29岁，我一提给他
介绍对象，他就叫我不要管。其实，我也不想管，但想到
自己年龄越来越大，想着他早些恋爱结婚，我还能趁年轻
帮他带带孩子，给他减轻点压力。可是，孩子们有自己的
想法，我是介入也不是，不介入也不是。

“管得越多影响母女感情”

吴小荣（59岁 个体户）：我女儿31岁，我之前也给
她介绍过对象，但她很排斥。我只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我
认为合适的人选，从而扩大她的选择范围。后来，我也就
不管了，管得越多反而影响我们的母女感情。这不，最近
她告诉我她交男朋友了，过年要带回来介绍给我们认识。

重庆婚恋大数据助你规划姻缘路
重庆婚恋数据库是由重庆轨道族最大婚恋平台厢遇

与国内最具新闻影响力之一的上游新闻客户端共同创

建。采样渠道包括上游新闻3000万用户，厢遇APP、

厢遇小程序50多万单身男女注册用户，重庆晚报覆

盖的百万轨道族。如今，重庆婚恋数据从原来的

每季度缩短至每月发布各项婚姻调查数据，

可以更有效地帮助重庆单身族有针对性
地规划自己的姻缘。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张春莲 实习生 郭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