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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把大学校园建设打
造成为一个旅游景区，每天熙熙
攘攘的游客来回穿梭在校园里拍
照留念的情景吗？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拟将

其校园打造成一个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有评论者提出质疑：大

学作为教育、科研、学术和人才培

养场所，把校园“开放”给观光客，

说轻点是本末倒置，说严重点是

利令智昏——把经济利益看得太

重了。 （光明网）

“我会烧团团最喜欢的红烧蹄
髈、炒五香回锅肉、煮杂酱面；可以
像以前一样陪他一起看古装电视
剧；还会讲他最爱听的神话故事，
唱小曲哄他睡觉……手机和网有
啥子好耍嘛？我就是想不通呀！”

67 岁的何奶奶盼孙子来家里

过暑假。但孙子团团竟因为奶奶

家没有WiFi和智能手机，哭闹着在

地上打滚抗拒。 （都市快报）

“吐槽车不让人的行为成百上
千次,不如一个摄像头管用。”

近期,宁夏银川市民感受到一

些驾驶员在通过斑马线时停车让

行的文明之举,已经适应了此前一

些司机或呼啸而过或狂按喇叭催

促的路人,突遇这种文明行为有些

不适应,有的站在马路中间有些不

知所措。 （新华每日电讯）

“以此为准，大家好，我是新的小
编，之前那个小编已经拜拜了。”

7月31日，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

博“@平安南京”发布消息，随后该消

息被证实为谣言，“@平安南京”公开

承认错误，对公众表达歉意。

来自政府的消息历来以权威性

和真实性为重。同样是传谣，谣言经

政府官微传播后破坏力更强。这也

提醒所有的政府官微，不能将自己当

成自媒体，置权力边界和社会责任于

不顾。 (中国青年报)

一边“反婚”成流行，一边“相亲”猛回潮——

“婚恋市场”的两张面孔

大银幕上进

行着一场草坪婚

礼。突然，准婆婆

在来宾的一片惊

呼中冲上前对新

娘又是捏鼻子又

是掰牙口地检查

是否整容，然后又

把怀疑的目光投

向她的胸部。随

之，画面切入一辆

某品牌二手车，广

告词响起：“重要

决定必须谨慎”。

或许是因为

这则广告本身堪

称性别与身体方

面的反面教科书，

或许是因为在电

影院播放时宽阔

的大银幕放大了

内容的荒诞，这则

广告迅速成为了

舆论焦点。

如今，有关“相亲”的新闻，可能

轻轻松松就可以成就媒体平台上的

一篇“爆款文”。搜索相亲二字，新闻

比比皆是，更遑论电视上随处可见的

相亲综艺节目，相亲，构成了花样百

出、千奇百怪的文化景观。

我们为什么这么爱看人“相

亲”？原本是颇为私密与个人化的

事，却能引发全民围观，这也是颇为

有趣的文化现象。相亲，已经是社会

新闻的富矿，种种奇葩、可笑、荒诞的

场面都不难找到。

但若把相亲等价于中国婚恋的

主流模式，则未免失之偏颇。平心而

论，“相亲”与其说是本身构成新闻，

毋宁说是我们在其中寻找新闻。我

们爱看相亲，可能是因为它提供了一

种阅读快感，方便我们寻找价值观上

的优越，并迅速完成评价姿势上的选

边站队，并很容易形成“互撕”的舆论

态势，人们纷纷可以就“爱情与面包

孰轻孰重”“多纯的爱情与多大的面

包孰轻孰重”等等话题上发表看法。

大概哪个观点，都难说自己占有

全部的真理。当房产依然勾连着教

育水准，户口连接着公共服务的档

次，老一代人对这些标准的极端演

绎，不过是建立在自己几十年生活经

验的基础上，对安全感强烈盼望的投

射。我们今天爱看相亲，是因为这里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价值观的对撞，这

种价值观的对撞，恰恰也是几十年天

翻地覆、变动不居社会现状的折射。

有太多自己眼中的“天经地义”，在别

人眼中成了“不可理喻”。

快速变动的社会尚未带来一种

稳定的预期，理想化与不可知交织，

后现代理念与前现代迷信共存。这

也是为什么一边是对所谓“相亲鄙视

链”大加挞伐，一边又是无数的家长

栉风沐雨、义务无反顾地赶在相亲的

路上……

当看到那些父母头顶烈日、为自

己的孩子招揽目光，不难想象，他们

对子女的婚姻或许真的是心急如焚，

真的是百般呵护。但有时施以嘲笑

未免轻薄了，我们不妨从中厘清一个

现实：一个“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

国家上百年历程”的国家，注定要经

历节奏不一、思维碰撞、现实与理想

脱节等等问题，关键是无论社会还是

个人，都当从中辨识出历史前进的方

向，推动形成可以稳定生活的远景，

并进而影响文化心理结构，导向一种

稳稳的幸福。

（光明网评论）

我们为什么那么爱看人“相亲”

婚恋广告频遭声讨，相
亲市场悄然崛起

近几年关涉婚恋题材的广告频

频引发声讨，已经成为舆论高危地

带。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网友对种种

婚恋广告同仇敌忾的同时，婚恋相亲

市场却在国内悄然崛起，占据越来越

大的市场份额。前段时间，一篇名为

《中国式相亲价目表：我儿子才33，不

考虑没北京户口的姑娘，有户口残疾

也行》的文章席卷了都市男女的朋友

圈。无论文中描写的比魔幻现实主

义更魔幻的细节是否属实，只要在周

末花点时间到北京朝阳公园转一圈，

就会收获大致相似的第一手印象。

相亲作为社会事实一直存在，但

是在经过了二十世纪若干轮席卷全

国的自由恋爱运动后，相亲在十年之

内迅速回潮，涌入日常话语，乃至以

《大女当嫁》、《中国式相亲》等以各种

形式堂皇进入公共视野，却仍令人咋

舌。默许父母在朝阳公园的烈日下

日复一日兜售自己，甚至和父母一起

出现在《中国式相亲》嘉宾席上的年

轻人，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受到

的物化并不亚于广告里拙劣的表演，

他们为何能够安之若素（或至少咬牙

接受）呢？

大城市中反相亲、反逼
婚潮流的兴起

事实上，抵制相亲、控诉逼婚，甚

至进一步演化为反感双方父母、警惕

婚姻本身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一种

“主流”，和传统的“恋爱结婚天经地

义”观念分庭抗礼。

但反婚不全是网络媒体上的口

舌之快。根据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

统计公报，尽管适龄未婚人口一直增

加，结婚登记对数却从 2013 年起呈

现负增长。反相亲、反逼婚伴随着结

婚意愿的降低，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作

为婚姻中传统上被物化的一方、更多

承担被低估的家务劳动的一方，意识

到并开始抵制不平等的婚姻安排。

而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婚姻本身保障

性功能正在弱化。

首先，婚姻作为生产生活协作单

位的地位正在下降。家庭外大部分

男女都能独立获得收入；家庭内各种

电器、高度普及的外卖送餐、名目繁

多的上门服务和养老机构，使以往来

自婚姻的协助如今都可以用金钱购

得——连母职的履行都能够转化为

月嫂和保姆的专业服务。

当今社会中，婚姻的另一重要诱

惑是合作买房。可是，在人口、土地

和各种资源都在持续向城市集中的

中国，房地产作为经济命脉同时也扼

住了近亿有购房刚需的青年人的命

脉。学者的数据证实了人们的猜测：

初婚年龄和房价之间的正相关的确

存在，迫于购房压力，更多年轻人推

迟了进入婚姻的时间。

购房能力的下降还直接影响了

婚姻最核心的功能——“生育”的实

现。总而言之，城市的生活压力迫使

年轻人开始反思传统上认为天经地

义必须达成的人生成就，在收益减

少、代价过高的情况下，婚姻乃至核

心家庭并不能承担风险、提供保障，

反感逼婚、推迟乃至拒绝进入婚姻即

便偏激，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

故事的另一面：“啃老”
和相亲文化的回潮

以上描述和分析都主要针对房

价高昂、服务业便利的大中城市、中

等或以上收入的青年人群。他们是

这个时代有能力发出最大声音的人，

但并不是所有人。对于中小城市、中

等以下收入的人来说，家政、外卖、送

货上门等花哨的服务在承受力之外，

在生活中以社会协作取代家庭协作

并不现实。在“80后”作为相亲市场

主体、“90后”迎头跟进的今天，人口

红利逐渐变为人口负债，社会养老压

力越来越大，结婚养老、养儿（女）防

老就又回到了视野。

“啃老”这个对经济上依赖父母

持明确批评态度的词不过诞生于

2005 年，今天就已经因为成为最广

泛、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而淡出了公

共话语。很多观察都指出，“90后”比

起“80后”对父母更少叛逆而更多依

赖——毫不奇怪，叛逆是需要经济底

气的，他们在包括婚恋在内的方方面

面更多听取父母安排就自然而然

了。因此，“门当户对”这个老词开始

越来越频繁地从二十几岁的人口中

说出，当然人们也时常像《欢乐颂》那

样将“门”与“户”包装成更好听的眼

界层次和共同语言。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