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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宇（化名）的婚姻只维持了
20 天。

“别看他今年 30 出头了， 就跟小
孩儿一样。 ”杨雁琴见过这一家人，父
母都是做生意的，母亲挺强势，来到红
娘站就告诉杨雁琴，“我们家房子、车、
彩礼，全都准备齐了，就差您给我们介
绍个好姑娘”。

母亲忙着张罗， 但是全家对结婚
最不上心的就是宋晓宇自己。 大学毕
业后他在家人的安排下有了一份稳定
的工作，下班回家就埋头打游戏。用他
妈妈的话说，“水果切好了放在眼前都
不知道吃！ ”

杨雁琴总愿意直接去跟年轻人聊
聊，几次沟通下来，她发现宋晓宇对婚
姻有点抵触，甚至有些恐惧，理由非常
简单：将来结婚了两个人过日子，要自
己做饭、收拾屋子，安排一切，“想想就
发愁！ ”

眼看着儿子过了而立之年，母亲急
了， 她否定了宋晓宇不想结婚的想法，
“生了孩子，你不带就让妈妈来带！ ”她
陪着儿子见了几个女孩，相中了其中一
个长得温柔贤惠的姑娘，“家境可以，大
学本科，工作也稳定，挺好！ ”

打点好了一切， 她给女方送去了
10 万元彩礼，心满意足地把儿子推进
了婚姻的大门。

出乎所有人意料，20 天后， 小两
口离了，说什么也过不到一块儿去。半
年后，宋晓宇的妈妈好说歹说，儿子才
同意跟她来到杨雁琴这看看还有没有
合适的。

刚说两三句话， 母子俩当着杨雁
琴的面就吵起来了。 妈妈埋怨儿子闪
离太不像话，“20 天就离了，白瞎了 10
万元彩礼。”儿子当场怼回去：“谁让你
当初非让我结婚的？ 10 万元彩礼算什
么，我爸不还能再挣去吗！ ”

杨雁琴感慨，现在 30 岁的小年轻
还跟“没断奶似的”。她发现，那些在相
亲市场上久久徘徊不前的男孩子，有
不少都是“妈宝男”———没主见、不成
熟； 她认为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家长管得太多了！

知乎上有网友把“妈宝男”与“无
限次劈腿的渣男” 并列为最不能嫁的
类型，而“妈宝男”的存在是导致婚姻
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见过许多分分合合后， 杨雁琴经
常给家长们“上课”，“你总也不放手，
孩子怎么长大？ ”

我的婚姻，谁做主
““晚晚婚婚时时代代””两两代代人人的的婚婚姻姻观观分分歧歧加加大大

这一次，主角终于露面了。
29 岁的陈铭（化名）跟在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身后进门，躲躲闪闪

地坐下。 红娘杨雁琴上下打量他一番，打趣道，“小伙子这回可算亲自来找对
象了！ ”

今年 57 岁的杨雁琴是天津有名的义务红娘，“如今已经成了 400 多对
新人！ ”两年来，陈铭的妈妈找杨雁琴要走了七八个女孩的信息，“我看条
件都不错，可一个都没成！ ”杨雁琴心里纳闷，要求直接跟男孩见个面。

“你想找个嘛样儿的？ ”杨雁琴问。“妈，我要个嘛样儿的？ ”陈铭把头扭向
旁边的中年妇女。那位母亲立刻挺直腰，接过话，滔滔不绝起来，“我就知道他
怎么想的，他想要……”

“日子越来越好，找不着对象的人倒越来越多。 ”杨雁琴注意到，这几年
相亲市场上两代人的分歧在加大，表现出来两种极端的现象：要么就是年轻
人特别有主见，结不结婚父母根本管不了；要么就是完全由父母一手操持，自
己一点儿主见也没有，“稀里糊涂结了婚，又稀里糊涂离了”。

“妈宝男”渐多
结婚 20 天就闪离 经济越发达 年轻人成熟越晚

年轻人的成长期越来越长，成熟
期越来越晚。 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
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包容、尊重、忍让
和理解，也变得越来越少，“独生子女
的独性，越来越明显”。

1992 年出生的杨一帆（化名）研
究生毕业， 身高 1 米 82， 在高校工
作，文质彬彬。 有过几个对他有好感
的女孩， 但都不符合他父母的要求：
首先要找个本地姑娘，最好是在高校
工作，公务员也可以，其父母最好也
是在高校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知识分
子，这样才门当户对、三观一致。

杨一帆内心还是想找个长得漂
亮的，他觉得跟自己有共同爱好和话
题挺重要。但母亲认为他的想法太幼
稚。

每次举办青年婚恋交友活
动之前，团天津市委青少年发展
和权益保护部的王建彬和同事
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些焦虑的家
长。有的家长打来电话说上一个
多小时，“我为他找对象操碎了

心，怎么他自己一点不着急？ ”
原新认为这种观念的差异也源

于时代的变迁。 年轻人的父辈，在自
己的年轻时代， 几乎都早早当家、想
办法工作，才能维持人口众多的一家
人的生计，“而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
需要反哺家庭，只考虑自己”。

这代年轻人乘上了中国经济高
速发展的快车，“生活品质改善得实
在太快了，特别是城市家庭，彻底把
孩子对家庭的经济责任解脱了。 ”几
年前，“啃老”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
题，而现在，90 后单靠自己赚工资不
可能买得起房子，几乎成为大家的共
识。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婚姻家庭
的界定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父辈年轻

时，必须先有婚姻，两个人才能共同
生活在一起，才有人能与你一同承担
生活压力。 因此，他们把婚姻看得更
重、更远。

而现在观念在变化， 很多年轻人
找不到工作就可以在家啃老， 父母抚
养孩子长大的时间在拉长，使得一些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 害怕承担责任，
而选择只同居不结婚，或是逃避式地
将结婚一再推后。他们更多地关注自
己个人的生活体验，很少关心别人的
感受，这种个人主义的“独性”意识，
与成长期延长交织在一起， 造成了现
在年轻人恐婚、 晚婚甚至不婚的现象
出现。

(中青)

马博涛（化名）自己也数不清楚
到底相过多少次亲，再过两年，他就
要 40 岁了。

他的父母退休前都是单位的领
导，家里有好几套大房子，他自己有
不错的工作，还和朋友合作经营着一
家小公司，是很多人眼中的“黄金剩
男”。

他曾经有过一个谈了 4 年恋爱
的女朋友，至今他也认为那是他最喜
欢的女孩。马博涛带着心爱的女孩见
了父母后，母亲开始打听关于女孩的
一切，她听说女孩儿的母亲得过乳腺
癌，锁紧了眉头，“这孩子有点风吹草
动就生病 ， 看来是遗传基因不太
好”。

母亲拜托在医院工作的表妹，带
着儿子的女朋友到医院做了一次全
身检查， 结果发现肺里有个小结节，
目前没有异常，建议观察。

这让母亲如临大敌，“这就是定
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爆了！”她苦口
婆心劝儿子，最后明确要求：必须跟
这个女孩分手。她的观念是：“我儿子
这么优秀，我们家条件又好，还愁找

不到个健康的姑娘吗？ ”
那次分手，让马博涛消沉了好长

时间。 之后他又谈过一个女朋友，人
家因为受不了他总听妈妈的话，跟他
分手了。 之后，他就在相亲市场上浮
浮沉沉，见面吃个饭、聊几句仿佛成
了例行公事，“似乎再也找不到当初
那种感觉了”。 不过他自己也并不那
么迫切地渴望婚姻，“反正自己也还
不够成熟”。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
授原新从事人口学研究 30 多年，他
认为，年轻人晚熟，是个普遍存在的
现象，“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确
是这样”。 国外有学者对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一个地
方越发达，社会越富裕，这个地方的
年轻人长大就越晚。 而在中国，年轻
人晚熟与上一代的抚养方式和观念
不无关系。 原新认为，这与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有关。

1978 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 334 元， 在农
村， 这个数字只占城市的三分之一，
“现在年轻人的祖辈，是吃过苦的，他

们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又体验过
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变动，也品尝了
祖国几十年发展带来的成果”。

对年青一代而言，80 后还稍微经
历过物质短缺的时期，90 后几乎是在
蜜罐里长大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父辈一代深切地体会
过穷和苦的滋味，而经过改革开放的
巨变，物质条件极大改善，很多父母
心里都有一种观念———我们吃过的
苦再不能让孩子吃！

“殊不知，不吃苦就长不大，家长
把一切都给包办了，孩子集千宠于一
身，其反哺的能力和意识很弱。 ”原新
举了一个极其普遍的例子：每年大学
新生入学，高校周边的各种宾馆酒店
都被送孩子的家长住满了。总有大学
生把脏衣服快递回家，让父母洗干净
了，再寄回去。

“现在不管经济条件是好是坏，
家长都不放心， 因为孩子虽然到了
18 岁，但远远没长大。 ”原新认为，这
种观念会一直延续到孩子毕业、工作
和结婚，孩子成熟得晚，自然结婚也
被一再推后。

观念有差异 年轻人不再反哺家庭

一次相亲活动中，帮孩子寻找“另一半”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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