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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年轻人为啥不愿结婚了
还记得曾经的“光棍节”吗？连它都被改叫“剁手节”了

当李佳琦、薇娅拉长了双十一购物的“战线”，青年男女只顾在手
机屏幕前结算装满的“购物车”，全然忘记了双十一原来“光棍节”的
含义，高喊“脱单”的口号已成过去式。

而另一边，在五星家园社区一间办公室里，红娘徐阿媛正被数十
名操心着急的爸妈包围，诉说着子女“不婚”该怎么办的话题……

五星家园社区办公楼里，有一
处高人气聚集地——红娘徐阿媛的
办公室。每周固定时间，徐阿媛就会
到此为男女牵线搭桥，而给她递送资
料的往往是“家长们”。下午1点，办
公室内热火朝天，数十位爸妈面露焦
急之色、手握A4纸资料，围在徐阿媛
周围，你一言我一语，希望能给自己
的子女介绍个合适的对象。

徐阿媛是社区里的红人，当红
娘十年以来，已经成功撮合了五六
十对夫妻。徐阿媛告诉记者，现在
年轻人对于外貌、身高、收入等外在
条件十分看重，讲究门当户对。“现
在我手上都是优秀的女孩子，无论
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错，就是对对

象要求很高，一拖再拖，从二十几岁
拖到三十几岁，三十几岁又到了四
十几岁，索性就不结婚了。”

记者从百合佳缘 8 月发布的
《2021年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
上发现，不婚人群中，45%是企事业
基层员工，20%是职场中高层人员；
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不婚人群，
以47%的比例占据着首位。由此可
见，绝大部分“不婚人群”通常伴有
高学历、高收入的“标签”。

“别看每次办公室里人满为患，
其实很多家长已经放弃抵抗，就是
来唠嗑的。”徐阿媛表示，不少家长
最初热衷到此来帮孩子介绍对象，
随着一次次的失败或被子女拒绝，

时间长了
便 放 弃
了。“我儿
子估计是
很难找到
合适的了，
他一直喊着不结婚，
随他吧，我不管了。”李阿
姨是徐阿媛的忠实“粉丝”，每
周都定时来打卡，徐师傅和张阿
姨亦是如此，他们是与李阿姨“抱团
取暖”，子女都“立志”不结婚了，来
这里跟大家一起吐槽下。徐阿媛

“爆料”，“他们嘴里说着不管了，每
周来还是关心有什么‘新人’，适合
各自的子女。”

单身者们在享受单身的
同时又不排斥恋爱，所谓的

“不婚主义”，逐渐成为一种
新的婚恋观念。无锡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无锡
整个婚姻大数据里可以发
现，因为观念的改变，年轻人
结婚的意愿降低。另据
《2021当代青年婚恋状态研
究报告》数据显示，处于适婚
年龄(20-40岁)的人群中，
有55.5%的人目前为单身状
态，其中有34.6%的人从未
谈过恋爱。

记者在无锡各大综合
体双十一活动中发现，不管
是宣传海报、活动标语、公
众号网站内容，几乎没有脱
单、关棍节等字眼，“前几
年，双十一时我们还是会考
虑到光棍节这个点，脱单的
口号也很好用，从去年开
始，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双
十一是光棍节，只对购物的
便宜力度感兴趣。”某综合
体企划部负责人表示。

那么，为何婚恋观念会
发生改变？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刘以丽告诉记者，适婚
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生活成
本和压力不断上升，由此人
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
主张追求个人幸福，不愿意
选择将就。

徐阿媛强调，随着年龄
的增长，想要找到一个各方
面都合适的对象越来越难，
从多年的经验来看，优秀的
男孩相对较少，相亲时总会
让女孩子们感到失望，周而
复始后容易心态失衡，感觉
没有希望从而“恐婚”，相亲
市场上男女比例失调成为了
单身率高的一大原因。

邓丽洁表示，都说“丈母娘
推高了房价”，虽说是段子，也
足以体现当下年轻人的婚恋焦
虑。事实上，婚恋难、脱单难已
成为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无
锡市妇联将原本顺带的“婚恋
教育”列入了主要工作，更积极
开展了关于婚恋教育的项目，
深入各行各业，如《脱单，我可
以》，专门为企业年轻人做婚姻
观教育指导；公益红娘也十分
活跃，定期会做牵线搭桥的活
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校
园内，婚恋课程成为许多高校
学生的“救命稻草”，很多高校
婚恋相关的选修课，一经开设
便受到热烈追捧。“我们在新区
职业科技学院开展了‘爱绽放’
项目，为女大学生进行婚姻观
教育。”邓丽洁表示，年轻人的
婚恋理念不应该守着“条条框
框”，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很重
要。除此外，红娘也应该“增
能”，营造环境来帮助年轻人主
动选择，消除他们的恐婚观念，
当对幸福有了期待，结婚意愿
就会加强。

徐阿媛对此也十分认同，
她表示，有耐心、有恒心是一个
合格的红娘必备的品质，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是很难成就一门
亲事的。现在的红娘不仅仅是
牵线人，更是咨询师和调和
师。她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
事，有一对今年刚结婚的夫妻
是她撮合的，起初两人刚见面
时，女孩嫌弃男孩比较胖，也就
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徐阿媛
并没有就此放弃，“我主动和女
孩交流，希望两人可以多接触
几次，鼓励男孩最后减重 40
斤，两个人便成功在一起了。”

邓丽洁还透露，2022年，
无锡市妇联将开展对婚姻家庭
工作立法调研的工作，希望能
出台首部地方性婚姻家庭教育
条例。

（晚报记者 璎珞 殷婉婷）

子女不婚，家长抱团“吐槽”

不愿将就
结婚的意愿降低

“幸福”期待——

婚恋观进大学课堂
红娘不只当牵线人

观念差异
单身理由还不少

刚过完33岁的生日，柳熙决定和
相恋两年的男友分手。在大家认为
该谈婚论嫁的阶段选择单身，她不是
没有纠结，甚至犹豫了大半年，“是会
舍不得，但我不想自己以后的日子都
过得不开心”。柳熙是一名外语老
师，样貌姣好，收入不错。曾经很向
往婚姻的她，正在重新考虑结婚的意
义，“不想做饭，可以点外卖；家中脏

乱、下水道堵了，可以请专业人员
上门服务…”对她而言，“家里
需要一个劳动力”这种传统
观念已经不足以成为结婚
的理由。

对于处在 996 和
007工作环境中的职场
人而言，谈恋爱、结婚
更是一件抽不出时间
的事情。颜月在无锡
一家上市公司做中层，
一年前和男友分手后一
直处于单身状态，“没时
间找”是她最直接的理
由。她说：“每次回家父

母、亲戚总会劝说，人生要
圆满必是要结婚的，多子多福

很重要，如果不结婚人生不完
整，这些传统思维无法说服我，甚

至让我觉得很迂腐。”
无锡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

长邓丽洁表示，适婚人口的不足、环境
的限制、经济的可支配性等客观条件
造成了年轻人“不婚”；从内在因素来
讲，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价值观的转
换、对单身文化的包容程度等，让更多
年轻人主观地不想结婚。“很多年轻人
一点都不着急，单纯的只是享受现在
的生活，反倒是作为家长的一方干着
急，现在的年轻人内心还是比较脆弱
和敏感的，身边朋友、同事不好的婚恋
经历，让他们很容易被影响。”徐阿媛
告诉记者，尤其是家长过度干预子女
的择偶，可能会毁了一段好姻缘，甚至
会打击子女恋爱和结婚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