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婚姻家庭咨询服务中心成
立两年来，相亲成功的中老年接近20
对，整体成功率在20%左右，范大伯
也是其中之一。

杭州人范大伯，68周岁，离异20
多年，一直在尝试寻找可以“搭伙过
日子”的老伴。

“老伴，老伴，重要的是老来有个
伴。”范大伯对于“相亲”这个词有些抗
拒，他觉得“介绍老伴”更合适，“相亲是
奔着结婚去的，我们是过日子，过平淡的
日子。”在范大伯看来，到了这个年纪，人
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健康、快乐更重
要，“我都快70了，身体好多活几年，要
是身体不好，说不定哪天就过去了。”

随着子女的长大，并逐渐忙于自
己的生活，与日俱增的孤单感，让范
大伯更迫切想要找一个老伴。

“黄昏恋”的双方，彼此都有了丰富
的生活经验，了解一个人只需要很短的
时间。范大伯说，相处一周，就能知道
双方合不合适，“吃饭口味对不到一起，

生活习惯差别很大，还有子女不同意的
……介绍时有，但过到一起却不容易。”

去年10月，在计丽娟的介绍之
下，找老伴失败四五次后的范大伯认
识了现在的老伴，“她比我小9岁，住
得蛮近的。”

直接，也是“黄昏恋”的一个特
点。范大伯在收到联系方式的第二
天，就邀请女方来到了他家。

“年轻时候的那股劲还在的，勇
气还是要的。”说到这里他笑了。范
大伯记得女方说的第一句话是“家里
毛清爽的嘛”，然后觉得人挺活泼、幽
默，身体健康，可以继续处着看看。

慢慢地，大家发现双方的性格、
脾气都蛮合的，吃饭的口味也差不
多。在询问了儿女的意见后，两个人
过到了一起。

和很多“黄昏恋”一样，范大伯选
择不去领结婚证，“不要让双方的亲
属尴尬。”

今年过年，是范大伯20多年来过
得最热闹的除夕，双方的子女都来到了
家中，“也算是相互认识认识”。现在6
个多月过去了，饭后散散步、偶尔打打
羽毛球的日子让范大伯觉得“毛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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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比，现在社会对老
年人相亲的包容度明显提高，随着
生命全周期婚恋指导理念的深入，
我们既要服务年轻人婚恋，也要关
注到老年群体的需求。”浙江省婚
姻家庭协会常务副会长谢需认为，
经历过人生沉淀的老年群体，对情
感需求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择偶
时更关注身体健康、子女态度等现
实因素，不会轻易接受条件悬殊的
关系。

《我的后半生》中呈现的老年婚
恋案例，虽然具有戏剧浓缩性，但真
实反映了老年人对住房保障、子女利
益等核心关切的考量。“多数老年人
会优先考虑子女权益，子女同样担忧
父母再婚可能带来的财产风险。”

谢需建议，妇联、工会等群团组
织搭建公益相亲平台，这类组织具
有地缘优势，能更好核实参与者信
息，降低交友风险。同时，联合公证
机构提供婚前财产协议服务，开展
婚姻法律咨询，引入专业社工进行
家庭调解，当子女反对时搭建沟通
桥梁。“相关法律条款中已明确婚前
财产归属，老年人可通过财产公证、
遗嘱订立等方式提前规划，充分沟
通后规避矛盾风险。”

“让单身老人找到伴侣，既提升
其生活质量，也减轻子女照护压
力。”谢需表示，随着婚前财产约定
等保障措施普及，加上社会观念持
续开放，老年人追求幸福将获得更
多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下一步需
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家庭形成合力，
整合婚恋指导、财产规划、健康管理
等服务，共同构建老年友好型婚恋
生态。” （潮新闻）

“婚姻不是对抗孤独的武器，
但可以是尊严的最后一站。”杨绛
曾在《我们仨》中说过这一句话。
它和前段时间的热播剧《我的后
半生》中的金句“前半生为别人
活，后半生请为自己活一次”，某
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衔接。

据《杭州市2024年老龄事业
统计公报》，按户籍人口统计，截
至2024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227.27万人，占总人口
数的25.92%。放大到全国，则突
破了3亿大关。在这样的基数面
前，处于单身状态的中老年人也
不会是个小数目，中老年“相亲
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杭州男子给85岁爸爸相亲
红娘：群里100多人，最快一周收获爱情

《我的后半生》电视剧中，公园专
门辟出了一块老年人相亲角，征婚信
息卡片挂满了栏杆。

万松书院、小河直街、运河公园
……遍寻杭州各个相亲角，会发现现
实与电视剧的差异，这些杭州各大网
红的相亲角都只能零星看见几个老
年人的交友信息。

“这不能说明什么。中老年婚
恋，主要靠介绍。”杭州拱墅区上塘街
道未来婚姻家庭咨询服务中心的公
益红娘计丽娟，正梳理着上塘河婚恋
基地的婚恋信息，她手头的中老年群
体就有100余位。

“来相亲的主要集中在 50—70
岁，这个年龄，孩子都成家，孙子孙女
也都带大了，接送、辅导作业都不需
要管，一空下来就想到了自己，一个
人是真的孤独。”计丽娟经手过年纪
最大的老人85岁。“是老人的儿子找
过来的，家里条件不错，希望帮老父

亲找一个能够相互照料的老伴。老
人年纪太大了，我还努力介绍中。”

相较于年轻人相亲，中老年婚恋
更纯粹、也更直接，“要求都明确，大
大方方开始，不合适就分开。平均2
个月不到，就在一起了，快的只要一
周。”

比如76岁的老胡。
“老胡是自己来的，要求简单明

确：身体好，人品好，年纪相差不要太
大。”计丽娟所在的上塘河婚恋基地
不定期会举行“第二次也很美”的活
动。

老胡就是在针对离异、单身中老
年人的婚恋交友活动中遇到了现在
的老伴，“大姐66岁，丽水人。烧了两
顿饭，散了两次步，两人不到两个月
就在一起了。”

前两天，老胡给计丽娟发来了他
和老伴出游的照片，“大姐还问我，是
不是把大哥养胖了。两人感觉蛮幸
福的。”

计丽娟说，和追求轰轰烈烈爱情
的年轻人相比，再次向婚恋出发的老
年人更多需要的是陪伴或者情感的
寄托。

和老胡、范大伯相比，今年71
岁的老张的再恋爱之路要坎坷得多。

四年前，老张的妻子因病离世，
自此之后他基本一个人生活。“女儿
就住附近，隔三岔五就来看我，但还
是会感到孤单，有些话不知道可以
跟谁说。”

和老朋友的一次春游，让老张结
识了比他小几岁的王阿姨。王阿姨早
年离异，育有一子，和老张一样都是杭
州人。两人聊得来，老张患病住院，王
阿姨每天过来照顾他，做他喜欢吃的
饭菜。老张挺开心的，妻子离世后第
一次“心里有了着落的感觉”。一来二
去，两人确认了恋爱关系。

但这层关系却瞒了子女两三
年。“我心里会觉得有些别扭，怕人
家议论这么大年纪还找另一半。”

王阿姨几次提出结婚请求，老张
都选择拒绝。他担心财产分配等问
题，也担心女儿内心真实的想法。“女
儿虽然很支持老爸重获幸福，但老爸
老妈一起相伴走过这么多年，虽然妈
妈不在了，可是谁也不能替代她。女
儿情感上还是难以接受。”

老张和王阿姨曾因这一问题分

过手。那段时间，老张常常独自坐
在客厅的躺椅上发呆，“心里空落落
的，挂念但是不敢表达。”

即便是渴望幸福，出于对现实
问题的担心，老张最终继续选择跟
王阿姨“伴而不婚”。

“每一对来到这里的老人，我们
都会询问子女是否同意，避免后续
产生纠纷。”计丽娟遇到过一位72
岁的大伯，就因为找老伴的事和女
儿闹掰了。

“我尝试和老人的女儿沟通，她
主要是两方面的担心，一个是基于
对离世母亲的情感，无法接受父亲
寻找另一半；另一个则是担心老人
的房产被别人继承。”计丽娟了解
到，老人的妻子生病卧床近20年，
都是老人一人照料，“现在他想为自
己活一次。”

虽然始终没能获得女儿的同
意，老人还是有了心仪的对象，“这
段时间感觉老人的状态都好了很
多，心情开朗了，人也精神了”。

在成功的案例中，有超过八成
都签订了协议，包括对于财产、身后
事、未来照料等做了约定，伴而不婚
更是常态。“只有不到一成的比例会
选择领证，毕竟不结婚可以少很多
麻烦。”计丽娟说，但即便黄昏将近，
人类对温暖的本能渴望，也许永远
无法被完全物化。

合不合适见几面就够
快的一周就在一起了

接近黄昏再次寻找爱情
找到对的人却选择“不领证”

子女不同意、财产分配等问题
签协议提前做约定成了常态

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
专家建议完善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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