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城·关注

2012年 11月 12日 星期一

编辑 /卓瑞娟 美编 /姚倩倩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淇河晨报

06

从“最爱兵哥哥”到“无房无车者勿扰”

“光棍节”细数婚恋观变迁

□晨报记者 贾正威 见习记者 祁凯燕

11 月 11 日———一年一度的“光棍节”，网友聚会、旅游、相亲，单身青

年们度过了既无奈也充满期待的一天。 在鹤壁本地网络论坛上，“单身节你

都干啥了”这样的帖子占据了半壁江山，“脱光”、“相亲”再次成为大家热议

的话题。

在信息通信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媒体、网络成为相亲的新途径。 而在

几十年前，人们的相亲方式还很单一，择偶观也与今天有着很大不同。 恋爱

标杆则由军人、工人逐渐转变为大学生、公务员，相亲史被烙上了厚重的时

代印迹。

“我们是在百度鹤

壁贴吧认识的， 真没想

到会这么有缘， 能最终

走到一起。”秦先生告诉

记者。

秦先生说， 一天闲

得无聊，他注册了“百度

贴吧” 的账号， 加入了

“鹤壁吧”， 没事时就和

网友聊聊天，灌灌水，发

帖说说自己的生活。

今年 9 月份， 贴吧

组织吧友去市儿童福利

院为孩子们献爱心，在

“兵哥哥”最火

在旧社会，婚姻基本上都是父母包

办， 直到入洞房时才知道对方长什么

样。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后期，虽然婚姻自主程度有了很大提

升，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当时年

轻人的婚恋中仍旧举足轻重。

和现在年轻人的相亲相比， 今年

78 岁的杨兰英老人觉得， 自己的相亲

经过实在是太简单了。“那时是媒人先

和双方父母说的，我根本都不知道彼此

的父母已经看中了对方。 相亲的前一

天， 父母才跟我说明天去邻居家相亲，

看看对方咋样。 ”杨女士回忆道。 第二

天，杨女士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邻居家

里，男方早已在屋内等候，双方父母撤

出屋内后，两人都很紧张，“我当时就看

了男方一眼，我们当时都连句话都没说

就匆匆结束了这次相亲。 ”

“咋样？ 相中没？ 我瞧他模样怪齐

整。 他爸也是工人，是咱劳动人民的孩

子，朴实。 ”父母说。 杨女士点点头表示

同意，男方也同意了。就这样，没有经过

任何实质性交往，两人在一个月后举行

了婚礼。“当年物质条件远没有现在丰

富，家里就用大红色的棉布做了个新被

面，还买了一个瓷脸盆，这就是我的全

部嫁妆。 ”杨女士说，“没戒指，没礼金，

没家具，没房子，结婚后跟男方家人一

起住。 ”

那个年代已开始相亲，却缺乏实质

的交往过程和感情基础，双方在父母的

安排下见一面后就表态， 如果双方同

意，很快就会举行婚礼。“极少有自由恋

爱的，在农村等一些传统观念还比较浓

厚的地区，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甚至会

被当成异类，受到乡邻的嘲讽。”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相当

复杂，在不断强调战争、战备的时代大

背景下， 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相当

高， 解放军是当时年轻人心中的“偶

像”。“那时谁要能找个军人，尤其是立

过功的军人，别说是女孩儿本人，就连

亲戚朋友都会觉得有特别面子。 ”杨女

士说。

找对象要看家庭成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择偶观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文革”的影响，在这一特殊

的时代背景下，婚恋观也悄然发生着变

化，自由恋爱虽然仍是少数，但已逐渐

兴起。人们找对象时往往把“家庭成分”

放在首要位置，讲究“根正苗红”。

“那时候提倡立‘四新’，反对包办

婚姻、支持自由恋爱的思潮开始流行。”

将近花甲之年的许克令回忆道。“在结

婚前， 我曾有过一次自由恋爱的经历。

那时候我在生产队工作，对队里一个女

孩儿产生了好感，那个年代虽然没那么

多旧观念了，但男女之间还是要保持一

定距离。 为了让女孩儿知道我的心意，

我一直通过生产队长向她借书， 慢慢

地，我们开始直接联系了，后来就确定

了恋爱关系。 ”

“上世纪七十年代， 革命电影非常

流行，我俩当时经常去看电影，看完了

我送她回去，两个人走在路上都是一前

一后，连手都不敢拉。 ”许先生说，他们

那时候虽是自由恋爱，但可不敢像现在

的年轻人一样在街上拉手、拥抱，许多

人是通过送《毛主席语录》表达心意。

“那时找对象非常看重对方的家

庭成分， 谈恋爱前都会先打听对方的

出身， 贫下中农、 工人、 军人和干部

比较受欢迎。 当时物资都是统一分配

的， 工人因为有工资， 手头有钱花，成

了当时的‘抢手货’。 家里出过地主、资

本家，家人被批斗过的年轻人很难找对

象。 ”许先生说。

大学生、娱乐明星成标杆

“那时候大部分人谈恋爱也都是别

人介绍的，但和前几年不同的是，在经

过媒人介绍之后，男女双方可以自由相

处一段时间，合不合适可以自己做主。”

孟爱女士和丈夫也是由媒人介绍的，在

经过了一年多的恋爱历程后，1987 年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恢复高考后， 为数不多的‘大学

生’成了天之骄子，我丈夫就是一名大

学生，可抢手了，那时有好几个人想给

他介绍对象。 改革开放头几年，家庭条

件相差无几，人们找对象时比较注重人

品和长相。 外国、港台流行音乐和电影

那时也大量涌入内地，穿着时尚的明星

们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一些人开始按自

己喜欢的明星类型来找对象。 ”孟女士

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流行的娱乐活

动还是看电影， 如果见面之后有好感，

男方会千方百计弄几张电影票约女方

看电影，“改革开放后电影种类就多了，

像刘晓庆这样的大牌明星经常出现在

电影屏幕上，在电影院举办的晚会也不

少，年轻人最喜欢看电影、看演出，许多

有情人的第一面都是在电影院见的。 ”

孟女士说。

物质因素影响大

1992 年邓小平“南

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

步伐加快， 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

升， 饭店、 舞厅、 卡拉

OK 厅越来越多， 相亲

场所不再拘泥于家、单

位、电影院，婚恋观也逐

渐开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

自由恋爱的就非常多

了。 ”1992年，王洁女士

就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与丈夫相识， 并恋爱结

婚。“差不多就是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 开始出

现了这种观念： 只有嫁

不出去、 娶不上媳妇的

人才会让家人、 亲戚帮

忙介绍对象， 大部分人

都是自由恋爱。”王女士

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

看《非诚勿扰》，其实，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

南台就推出了《玫瑰之

约》 这样的电视相亲节

目，收视率还挺高，我和

家人就经常看。 ”

“上世纪九十年代

流行‘下海’，不少人富

了起来， 国有企业改革

后很多工人下岗， 家庭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工

作待遇好、 有房子的人

比较抢手。 由于市场经

济的发展， 使得物质条

件逐渐成了择偶时的重

要标准。

无房无车者

勿扰

讨论活动时，秦先生和一名女网友聊得特别投机，两

人约好一起参加活动，于是有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见了面之后觉得他挺朴实的， 比较内敛、稳

重。 ”王女士闲时也经常登录贴吧，那次聊天之后他

们觉得很投缘，见面之后更是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得到了

双方父母的认可，前不久举行了婚礼。

比起在论坛上找到真爱的秦先生， 家住汤阴的

杜先生和妻子“偶遇”的方式更是新潮。 杜先生是名

微信“发烧友”，尤其钟爱微信“摇一摇”这一功能，并

通过这个功能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朋友。

今年 6月底的一天，杜先生摇晃手机之后，屏幕

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小仙儿”的网友资料，这位网友

在鹤壁市淇滨区，离汤阴只有 21公里。杜先生向“小

仙儿”发送了好友申请，两人聊了一会儿，感觉非常

投缘。 从此，他们每天都聊到深夜。 经过十几天的交

流之后，杜先生来到鹤壁一睹“小仙儿”真容，见面之

后更是觉得相见恨晚。

两人都在通信部门工作， 相似的工作环境让他

们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在杜先生猛烈的爱情攻势之

下，李女士接受了杜先生的表白，虽然李女士家人一

度反对， 但坚定不移的两人还是冲破种种阻力修成

正果。

随着网络、电脑和各种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人

们的交友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从 QQ 到网络

论坛再到网络游戏，无论相隔多远，人们都可以彼此

相识、相知。 异地恋、网络爱情、闪婚现象也越来越

多， 交通的发展也使得异地恋和网络爱情有了现实

上的可行性。“从太原到鹤壁不过是 6 个小时的路

程，我认为距离不是问题。 ”和一位山西姑娘相恋的

郑先生说，“只要彼此真爱，QQ 和电话就可以为我

们的感情保温。 ”

思想相对独立的“80后”、“90 后”的择偶观已经

不再那么单纯，在生存压力之下，不少年轻人择偶时

依然把物质条件、社会地位放在首位，官二代、富二

代、公务员成为近 10年来的“相亲种子选手”，房子、

成了大部分单身男性的最低相亲门槛， 也有女青年

宣称“无房无车者勿扰”。

对此，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80 后’、

‘90 后’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提供的物质基础

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社会大环境也让他们

不用再考虑对方的家庭成分， 这让更多的年轻人有

了寻找真爱的客观条件。 ”“80 后”郑先生说，“不论

是家人、朋友介绍还是自由恋爱，也不论对方家庭条

件如何，我觉得只要彼此投缘、互敬互爱，就是最合

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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