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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到上海“相亲圣地”，首先跳
入脑海的肯定是人民公园，但是你
可能不知道，复兴公园、襄阳公园、
黄浦公园等，都曾见证一对对单身
男女寻找到幸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巨鹿路作

协大厅就已经举行过大型的相亲会
了，我当时还是工作人员。”沪上知
名作家马尚龙说，“互联网刚出现的
时候，网上相亲确实让不少单身男
女耳目一新、跃跃欲试。但是真正参
与之后，不少人发现，在光鲜的背
后，往往不靠谱，特别是网上许多信
息都有水分，甚至还有虚假成分，因
此更多人还是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寻
找真爱。作为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现代家
庭》杂志上的‘现代家庭恋爱角’从
!"#$年 $月刊起，每期刊登的名家
谈相亲、公益组织的相亲故事以及
会员信息等，获得社会热烈响应。
!%&'年，我们先后在世博大舞台、
世纪公园举行现场相亲活动，吸引
了大量的单身男女以及他们的父母
参与。今年，《新民晚报（社区版）》已
经接棒这个项目，在社区中发现更
多相亲交友的可能。”
“相亲绝对是同城概念，我觉得

是不可能发生在移动互联网上的。
两个人只有在彼此心灵接触之后，
爱情才能坚持下去。”沪上知名相亲
节目《相约星期六》女主持人倪琳
说，“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已经诞
生了一两千个‘相约星期六’小宝
宝，这是最好的‘广告’。说到底，还
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真实。媒体的公
信力放在那边，加上有公众舆论监
督，骗子如果上节目，付出的成本将
远远大于在网络上。”
在倪琳看来，网络相亲除了要

面对一个诚信的问题，其本身所运
用的大数据方法也是有缺陷的，“现
在不少网络相亲平台以及 ()) 采
用的是数据配对的方式，当用户输
入对另一半的年龄、学历等要求之
后，会自动配对。看上去这样的配对
方法很理性，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
活中，研究生与大专生结婚的情况
并不少见。大数据筛选本身没有错，
其反映的是一个人对于爱情的态
度，但爱情本身还有小概率事件，而
这有时候却可能成为最终两个人能
否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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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是象征
浪漫的情人节，也是许
多单身男女青年一年中
最想逃避的日子。当相
亲已经从线下发展到线
上，甚至到了拿出手机
就可以“按图索骥”的时
候，为什么爱情却似乎
离一些人越来越远呢？

! ! ! !“现在相亲真的比较难，有时候
就像是招聘会，见面就是谈条件，
条件符合的就有继续的机会，不符
合就结束。我们现在组织的交友活
动，希望给大家多一点相识、相知、
相爱的机会。”浦东新区妇联下属
的帼苑齐家青年交友工作室的沈老
师说。

沈老师表示，现在单身男女相
亲的目的性太强：女生，喜欢寻找优
秀的；男生，喜欢寻找漂亮的。“其
实，说是优秀，就是说经济实力，要
有房、有车。加上女生现在结婚不想
改变自己单身时候的生活习惯，家
应该是男人来承担的，所以现在寻
找另一半是比较难了。”
“我觉得当下社会上的一些价

值观是有问题，单身男女在爱情背

后，对于物质、颜值、客观生活要求
太高了，因而也产生了对于婚姻的
恐惧。”马尚龙说，“同时，我们应该
看到另外一种趋势，就是现在一般
家庭已经是不愁吃、不愁穿，对于许
多单身男女来说，他们之所以不主
动寻找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
于婚姻责任的一种恐惧。现在不少
独生子女都非常有个性，而个性本
身又是排他的，这也会导致他们追
求爱情的动力不足。”
“相约星期六，有情就牵手。做

这档节目 !%年来，我见证了人们对
于爱情观的种种改变，我觉得虽然
人们的婚恋观在改变，但是相信爱
情是亘古不变的，否则我们的节目
也不会在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关
注。”倪琳说。

倪琳表示，在她父母的那个年
代，经济尚处于起步状态，人们对于
物质也没有太多要求，大家一起白
手起家，婚恋问题并不明显。后来，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是
相约星期六起步的那几年，大家对
于房子、车子谈的比较多。现在的情
况是，每家每户的经济条件又差不
多了，因而大家又更加关注到彼此
的价值观、世界观了。
“我觉得从总体来说，整合社会

的婚恋趋向是更加真实的人性化。”
倪琳认为，独生子女的这一代，是在
四个老人关注下成长的，自我保护
意识比较强大，而他人意识比较薄
弱，受击打的能力不强，融合性很
难，这些直接导致了他们追求真爱
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 ! ! !每逢周末，上海人民公园的相
亲角总是人流攒动，道路两边一把
把撑开的伞面上，都贴着相亲简历，
还有栏杆上、顶棚下，只要能给出信
息的地方，人们都不会错过。遇到对
眼的，就停下来，相互进一步了解情
况；若彼此感到满意时，就会交换电
话号码。

已经快 *"岁的张小姐，前两年
在某知名的交友网站上交了一笔不
菲的费用，成为了其钻石会员，原本
希望通过强大的数据库，找到心仪
的另一半。然而，事与愿违，到现在
还没有和男会员见过一次面。

张小姐也曾致电这家网站的客
服，询问为什么到现在没有适合条
件的男网友出现呢？网站给出的答
复是，她给出的搜索条件太苛刻了，
特别是要求男嘉宾不仅要比自己的
学历高，而且不能超过自己三岁，而
这个年龄段的男网友，其要求的女

性网友的年龄至少要小五岁以上，
因而张小姐始终没有找到适合的另
外一半。

虽然网站跟她说，如果把年龄
放宽一点，可能会有适合的对象，但
是张小姐还是不想勉强自己，于是
也加入到了人民公园的“大军”中，
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遇到自己
中意的。即使没有遇到，也不会暴露
自己的年龄，还能顺便看看目前社
会上的“行情”。
“我有时候与朋友开玩笑时说，

相亲还不如‘一见钟情’更靠谱。”
倪琳说，“在几秒钟内产生的好感，
往往与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生活背
景，这个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有着
很大的关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
容，实际上是这个人真实想法的一
种体现。”

倪琳建议单身男女多走出去，
在工作、学习中产生好感。“其实，在

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相亲问题就已
经是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了，否则
也不会有我们的节目。我并不是排
斥相亲，但关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态度问题。如果你自身连接触的意
愿都没有，只是希望通过大数据的
筛选来找到真爱，是很难收获到幸
福的。”

对于相亲能否带来爱情的问
题，马尚龙的观点稍有不同，“我觉
得在西方，邂逅式的爱情还是有很
多可能性的，人们也善于表达。但是
在中国，年轻人对于爱情的表达以
及接受程度可能会弱许多，即使在
地铁、马路上遇到了自己中意的人，
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或者
怕表达之后被对方拒绝。因而，对于
绝大多数未婚男女来说，在相亲的
场合，至少大家都知道是为了同一
个目的而来，这样在表达上就不会
存在什么太大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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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大数据配对 朋友易寻真爱难觅

硬标准放低 关注内心寻找真爱

" 情人节!商家摆出'花海(!玫瑰变成'玫贵(!但是一束高价花就能换来真爱了吗"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互联网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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