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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

陕西咸阳一位快餐店小老板
30岁仍单身，近日遭到父母堵门
店，把客人都赶跑了。小老板无
奈，贴出“家长逼婚，暂停营业”的
告示。

7 月 12 日，福州一位醉酒父
亲抱怨34岁的女儿至今未婚，发
生争吵后拿菜刀追杀女儿。

今年 4 月份，深圳一名大龄
未婚女子不堪家长逼婚，烧炭自
杀。

……
对于不少大龄单身人士来

说，找不到另一半本就苦闷，还要
面对来自父母诸多压力。鹰城一
些大龄青年在父母来势汹汹的逼
婚攻势之下，有的逆反，有的消
极，有的自卑……

失败婚姻过后
与母亲几成路人

她已年近四旬，与父母关系
冷淡。虽然从市区湛南路中段到
五条路社区距离并不远，一年到
头却难得回去几趟。想到母亲没
好气的脸色，她就害怕和寒心。

她资质平平，毕业于省内一
所二本院校，长相一般，供职于一
家企业，8小时工作外很少外出交
际。刚毕业时，她对爱情还是有
一些幻想的。热心的同事张罗着
给她介绍对象，一次两次不成功，
陆续还有人介绍；十次八次后，挑
剔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她 30 岁后，母亲越来越急，
四处托亲友，简直有些可怜相。
她一回家，就受到母亲劈头盖脸
的数落。邻居家年龄相近的小姐
妹结婚有了孩子后，她更成了母
亲心头一根刺。在家里，母亲和
她越来越针锋相对，有时甚至演
变成争吵，不得已她搬了出去。

她心里不是不急的。一次高
中同学聚会，聊起来，有的孩子几
岁了，有的已经历了第二次婚姻，
只有她还是独身。同学半开玩笑
半劝解：别太挑了，凑合一下吧，
反正婚姻就是那么回事儿。对她
来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放
弃真的不甘心。往后，这样的聚
会她再也没去过。

母亲一边和她争吵，一边加
紧托人介绍。这次介绍的男士37
岁了，大专毕业，没结过婚。据介
绍人说，男士老实，不擅长交际，
一直没处对象。她的本能是否
定：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结婚，保不
准有什么事儿。可是她毕竟也35
岁了，还想找个什么样的？全家
人轮番上阵，极力劝说下，她终于
屈服了。

结婚那天，母亲的笑是发自
内心的——这个因为婚事让她操

心了十来年的女儿终于嫁出去
了。她认命地想，虽然没有感情
基础，但日子长了，相依为命，总
会有点真心吧。

婚后的日子并不如意。丈夫
很木讷，问十句也不答一句，又有
抽烟的坏毛病。她说件事，他懒
懒地“嗯”两声；劝他少抽点，他就
像没听见。家里的气氛永远是闷
闷的、冷冰冰的。

挨了半年，她提出离婚。让
她意外的是，他倒是爽快同意
了。原来，对这段感情不看好的
不是只有她自己。她没通知家
里，两个人平和地离了婚。她又
恢复了租房住的单身日子。

这件事终归被母亲知道了。
母亲破口大骂，说家里祖辈没出
过这么丢人的事儿。不明就里的
新邻居们很愕然，都用异样的眼
光看着她。

除了羞辱，她还感到一丝悲
哀：这就是一位母亲对女儿说的
话？在她的心里，到底是面子重
要，还是女儿重要？

没结婚就全是我的错？

“没遇到能结婚的，难道都是
我的错吗？”从豆蔻年华到人们眼
中的“剩女”，32岁的小刘相亲多
次，依然疲惫地走在这条路上，只
是如今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一
回到家，肯定就是一顿唠叨：都30
多了，还想挑挑拣拣？赶紧找个
人嫁了，越拖越难找。我都快崩

溃了。”
小刘说，过了 25 岁，家里人

就开始明里暗里催促她，不停地
安排各种相亲。到了后来，只要
一相完，父母就赶紧问行不行、能
结婚不。“只见了一面，我怎么知
道合不合适？”其间，小刘也试着
和两三个男生交往过，但最终感
觉不合适。今年春节，小刘借口
说在单位值班，一天也没在家里
待。“家里亲戚老乡来拜年的多，
不想再听那些议论了。”

小刘说，最烦的是，不管是看
电视还是吃饭时随口聊天，爸妈
都有办法扯到结婚上。客人上
门，父母谈话的中心永远是“有没
有合适的男孩子”。“现在只要一
听我妈说这些，死的心都有了。”
父母很着急，话语间也不断贬损
自己的女儿：“上辈子做了什么，
摊上这两个闺女，没一个争气
的！”前几年，小刘的姐姐因前夫
出轨而离异，独自带着儿子生
活。听到这话，姐姐暗自垂泪，小
刘心里也更怨恨。

渐渐地，单身、婚姻、孩子甚
至彩礼等都成了和小刘谈话的禁
忌，她简直有点神经质了。听到
别人说婚姻幸福，她就觉得是故
意炫耀给她看的；同事聊天说起
某明星这么大还不结婚，她也觉
得对方另有所指。

她越来越悲观，甚至觉得，一
辈子都找不到对的那个人了。

心理专家：
家长应尊重子女的选择

7 月 21 日，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平顶山学院副教授刘志平
表示，父母向子女逼婚如今已成
为一种很严重的社会现象。这部
分父母实则是把孩子当成了自己
的私有产物，什么都管，但个人的
情感生活任何人都不好介入，父
母也一样。

刘志平说，中国的父母通常
爱和别人攀比，传宗接代的想法
也根深蒂固。一些父母看到老同
事、朋友、邻居都抱孙子了，攀比
之下就会产生心理的失衡，逼迫
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但感
情生活不是勉强来的。父母的介
入通常给孩子造成更大压力，子
女很无奈，有的产生逆反心理，比
如争吵、离家出走；有的干脆随便
找个人结婚，应付了事。这都不
是健康的做法。

刘志平说，家长不要控制 、
妨碍甚至代替子女成长，要让子
女自己成长。真正爱子女应该尊
重子女的选择，而不是逼迫子女
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情感或
者生活的其他方面，父母可以给
子女合理的建议，但不要主宰
他。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突然闲
下来，没有寄托，就把关注点放在
孩子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
于老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调节

好自己的生活状态，而不是把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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