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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以前，办理结婚
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 20 岁至 24 岁
的群体。 而如今，25 岁至 29 岁的群体已成为办
理结婚登记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2018 年全国结
婚率仅为 7.2‰， 创 10 年来新低。 对于很多“90
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百合佳
缘集团总经理吴琳光剖析了单身人群对于父母
催婚的看法与观点，认为调查数据展现出当下年
轻人自我认知强、婚恋观普遍独立而个性化。

无锡市新吴区万家惠家庭发展服务中心的
吴晓云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相夫教子、成家立业”这些词语本身就
是对婚姻的一种认识，“中国式父母”基于这种认
识对子女的婚恋产生焦虑很正常。女性地位提高
和自我能力发展后，很多女性的父母可能会比男
性的父母会更容易焦虑，主要是基于生育年龄的
限制这一问题。 从人的一生来看，18 岁到 25 岁
是亲密对孤独的冲突期。古代人多在这个年龄阶
段成家立业， 但随着现代社会结婚年龄的推迟，
其实不利于自我价值感的成长，会让人产生强烈
的孤独感。现代社会很多父母会更尊重子女的感
受，他们帮助子女寻找另一半，有时能缩短子女
寻找的过程。 当然父母需要掌握一个度的问题。
有时子女越是跟父母讲“我的问题我自己来解
决”， 反而越会加重父母的焦虑。 如果一些家长
的做法引起子女的强烈反感，其实还需要考虑家
庭亲子沟通的顺畅度问题。

对于年轻人普遍喜欢的网络游戏与婚恋
的关系把握问题， 百合佳缘集团资深情感咨
询师刘淑敏认为， 现在游戏被设计得越来越
丰富和人性化，相当于一个虚拟的社会，除了
现实的生存需求，其他的需求维度都会在游戏
中得以满足，沉迷于游戏会导致在现实生活中
的需求度和投入度有所降低。 一些年轻人不愿
花太多精力在无效社交上，而且游戏是更能满
足他们的需求的，游戏比现实社会更容易建立
人际关系。 刘淑敏为单身朋友们提出建议：“需
求是行为的动力，当游戏已满足需求时，人们
对现实的渴望就会降低，而且游戏中被理想化
的伴侣形象， 会对现实生活中的择偶产生影
响。 如果想改变这一现象，单身朋友们要对自
己的动机需求和性格模式进行清晰的认知与
探索， 然后根据自己的择偶画像和性格特点，
在现实中合理地设计规划，并坚定、勇敢地去
付诸行动。 ” （晚报记者 黄孝萍）

应当事人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昨天，滨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们在
等候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当日是传统节日七夕，
锡城不少新人选择在这天登记结婚、 告别单
身。 （还月亮 摄）

佳“七”相遇，“夕”望有你！ 由国内互联网婚恋龙头企业百合
佳缘集团主办的“七夕婚恋观数据报告发布会”暨单身联谊活动
于 7 日在京举行，百合佳缘集团发布了《中国式相亲》和《游戏玩
家恋爱心事》两份婚恋观报告。 从这些大数据中，可看到当下年轻
人婚恋观的变化。 本报记者也针对无锡年轻人进行了一些采访，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单身男女婚恋观普普遍遍独独立立
抗拒父母催婚者占占八八成成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青青一一代代
切莫因沉迷虚拟世界而误了终身大事

报告内容显示“八成单身
人士都希望父母不再着急催
婚”，而且单身者对于结婚的焦
虑度明显低于父母。 该报告还
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调者认为
自己的婚恋应由自己做主。”调
研中发现，77%的单身男性与
63%的单身女性表示， 父母曾
给自己介绍过相亲对象。 父母
为了让子女结婚， 可以使出十
八般武艺，最常“出镜”的行动
为“催促子女相亲 / 见面”“让
子女添加对方的联系方式”“比
子女先了解对方的基本信息”。
近半数父母较克制，44%男性
与 51%女性的父母为子女介绍
过 3 个以下相亲对象；14%男
性与 9%女性的父母介绍过 10
个以上相亲对象。 1986 年出生
的刘纯如说，她工作了三年，母
亲就给她安排了 4 次相亲，她
觉得很奇怪： 自己长得足够漂
亮，追她的男生一大排，但她母
亲总是不放心，会介绍一些“门
当户对”的男生。

上月参加了一个朋友的
婚礼，再过三个月还要参加一
个闺蜜的婚礼……1995 年出
生的沈欣怡说，好几个朋友都

是迫于父母的催逼才结婚，她
就等着看好戏。 在她看来，婚
姻不能将就，没感觉的话不能
生活在一起，“父母急，就让他
们急着呗，毕竟是要跟另一半
共度半生的， 不能有半点马
虎”。刚工作时，父母让她去相
亲，她看不上对方，并向父母
讲述了自己想找的另一半得
幽默有情趣。 慢慢的，妈妈开
始理解她，但爸爸还是很操心
她的婚姻。 调查显示，对于自
己单身的现实情况，55%男性
和 43%女性的父母感到焦虑，
单身者自己焦虑的比例则明
显低于父母，且焦虑持续的时
间多集中在一两年。父母的焦
虑会转化为压力传递给子女
吗？ 答案是会传递，但影响不
大。 仅有三成单身者表示，父
母传递给自己的压力很大。父
母们在自己的焦虑中衍生出
了各种施压大法，67%男性与
65%女性的父母选择“唠叨”，
其次是打感情牌，然后是发动
精神攻击。

对于父母的热心帮助，并
不是每个子女都能做到鼓掌叫
好， 只有两成左右的单身者认

为父母可以继续保持现状；八
成单身者希望父母能有所改
变， 其中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希
望父母能不再干涉自己的情感
生活。在父母目标明确、剑指子
女脱单之际， 单身者内心却有
自己的想法， 他们不希望父母
干涉自己感情生活的最大原因
是“希望能顺其自然的脱单”。
此外， 男性比女性更不喜欢被
安排， 女性则较男性更不喜欢
父母给自己介绍的相亲对象。
男青年徐一群就表示， 很反感
父母给自己安排相亲。 他觉得
自己是成年人， 完全有能力解
决婚姻大事。后来在同学圈里，
他如愿找到了另一半。

和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
的单身者更有自己的想法，不
论男女，去相亲的比例都低于
与父母生活在相同城市的单
身者。 男青年钱一伟是铁路部
门的机械工程师， 老家在吉
林，父母在他工作的城市根本
没有社交圈，也不可能安排他
去相亲。他后来在网上聊到了
心仪的姑娘，并与对方走进婚
姻殿堂 ，“这种感觉就特别
好”。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
的多数“90 后”，目前也已步
入适婚年龄。 对于他们来说，
网络游戏是生活中最常见的
娱乐消遣项目，甚至还成了躲
避父母催婚的借口，他们期待
在休闲时刻找到另一半。对于
恋爱后的游戏玩家而言，“游
戏”与“爱情”选谁？对此，百合
佳缘集团旗下另一品牌百合
网发布的 《游戏玩家恋爱心
事》婚恋观报告，则深刻解读
了游戏玩家在面对恋爱时的
心理状态。

该报告显示， 与女青年相
比， 男青年更愿将游戏中的虚
拟恋情“移植”到现实中；而当
玩游戏跟陪恋人发生冲突时，

三成男青年会首选“任何时候
都会暂停游戏， 女友优先”，而
近一半的女青年会“边玩边说，
两不耽误”。

有趣的是，超六成的游戏
玩家都希望通过跟恋人一起
打游戏的方式来增进感情。 看
来，对于情侣们而言，拥有共
同的兴趣爱好更有助于提升
彼此间的亲密关系。 女青年沈
欣怡就是个游戏迷，《王者荣
耀》和各种吃鸡游戏都是她的
心头好。 她说自己有点像“二
次元”女生，期待未来的另一
半能和她有共同的爱好，那样
生活会更幸福。 不可否认，游
戏是培养好感的温床，但单身
玩家们的态度还是比较佛系，

34%的男性与 27%的女性并不
期待通过游戏脱单；53%的男
性与 64%的女性希望能顺其
自然。

调查发现， 游戏玩家们持
续单身的年限表明了一个铁一
般的事实：多数人不仅单身，还
一直单身，55%的男性玩家与
71%的女性玩家保持单身在 5
年以上 。 45%的男性玩家与
64%的女性玩家承认自己没有
恋爱经历，可谓“母胎单身”。没
有恋爱经历的单身玩家中“95
后”最多，男性“95 后”高达
62%，女性“95 后”高达 75%。看
来游戏真的要适度， 否则很容
易让他们沉迷于虚拟世界，耽
误了终身大事。

八成单身人士被催婚，过半调查者认为婚恋该由自己做主

玩网游的单身族不少，但“游戏脱单”的可能性不高

焦虑有度、游戏有度
解决婚恋问题需要平稳点

情定七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