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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缘

去年就因为没有找下女朋友，大李
就找了个理由没有回家。可是，为了今
年回家不听老妈的唠叨，好不容易谈了
一个，前一段时间却因为买房子的事情
吹了。本来大李攒的那点钱，只够一个
80平方米房子首付，而人家非要150平
方米以上的才行。

大李的家在农村，父母供他上完
大学已经不容易，虽然他工作也有几
年了，可毕竟没有太多的积蓄。买房
的事情他不想给父母添负担，只想靠
自己。

可是，谈恋爱的时候还好，只要一
说结婚，什么房子啊、车子啊，就成了绕
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准丈母娘一掺和，
问题就复杂了，本来说好了，就量力而
行先买个 80 平方米的，但后来女友和
家人一商量，就说少于 150 平方米不
行。大李差点抑郁了，很为难就顺口
说：“如果要大房子也行，那就两家一起

买。”
谁知女友把大李的话告诉了她妈

妈，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准丈母娘不依
不饶，说本来她闺女找了一个农村的，
看在他长相可以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也就认了，没想到要房没有，要车也没
有，这还过个啥，于是，硬逼着女儿和大
李分手。大李非常失望，也没有耐心跟
女友沟通，先是两个人冷战，后来竟然
听说女友去相亲了，大李很伤自尊，只
能分手。

大李就想不明白，如今的女孩是咋
了，一涉及结婚先不谈感情，而是问有
没有房子、车子。本来说好今年带女友
回家，这下过年没法给父母交代了。

于是，大李突发奇想，发了个朋友
圈：我想“租”个女友回家过年，工资日
结。本来大李只想发泄发泄玩个幽默，
没想到很快有一个女孩加他微信。他
加上一看，那个女孩还是他大学的学
姐。大李非常惊喜，就问她是怎么回
事，原来学姐晓飞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问

题，被父母逼着相亲，不敢回家。
于是，大李决定带着“租”来的女友

一起回家，他比较了解晓飞，两人也不
尴尬。

晓飞妥妥的学霸一枚，在他们学校
小有名气，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北漂，谈
过一次恋爱，后来对方出国了，两人不
了了之。

说实话，晓飞的条件非常好，虽
然是大李的学姐，年龄却和他一样
大。她高挑的个头，秀气的脸庞，性
格也是那种善解人意型，如果放到平
常大李都没有勇气去追。而如今，既
然都是应付家里，他们很快达成了攻
守同盟。

聊开了才知道，晓飞竟然和大李是
同乡，都是运城人，不在一个县。

他们说好了，先去晓飞家应付她的
父母，再去大李家忽悠他的爸妈。可是
让大李没想到的是，两边的家人对彼此
都非常满意，两个人一来二去也有了感
情，大李感慨这真是缘分啊！

□孙芸苓

这年头有陪上网玩游戏的、陪
吃饭聊天的、陪健身运动的，出现
这个“租”对象陪回家过年的故事，
记者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如今随着
社会的进步，以前父母包办式的婚
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人选择
婚姻的自主性更多了。做父母的其
实也有许多无奈，眼看着孩子一天
天大了，别人家的孩子都结婚生
子，咱们家的孩子还一直单着，你
说父母急不急？

其实父母的担心都是对孩子
的关爱，做子女的也要学会和父母
良好地沟通，体谅他们的一份心，
跟父母坦诚自己的婚恋观、婚恋状
况，千万不要躲。当子女真正和父
母坦诚相见，会发现父母没你想的
那么不近人情，他们会觉得“原来
我的孩子这么有想法”，从而放心、
放手。如今年轻人压力大，晚婚晚
育都情有可原。

年龄再大在父母眼里都是孩
子，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却不能掌
管甚至剥夺他们选择婚姻状态和
人生态度的权利。记者认为，两代
人之间存在的距离与隔阂，应该是
可以调和的。

年轻人追求的婚姻自由看中缘
分，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的，父母希
望子女找个门当户对的，这样比较
匹配，他们各有各的道理。父母希望
子女尽快结婚，是基于传统的认知
与幸福感，有儿有孙、几代同堂享受
天伦之乐才是他们期盼。只是两代
人幸福观、世界观因不同的文化教
育背景，有了差异，他们之间形成的
思想沟通障碍，成了婚姻认识上的
分歧，这也情有可原。

父母子女彼此体谅，相关部门
也应多关心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
组织一些年轻人参加集体活动，让
他们在活动中相互认识、了解，给他
们创造相遇相识的机会。这样可能
就会帮助到大家，子女结婚了，父母
如愿了，回家过年就都不纠结了。

大 龄 青 年
在 路 上 的

别给大龄青年
太多的压力

年关，辛苦了一年，春节终于可以和家里人团圆了。可是，有些人却纠结起来，心里
似乎越来越不安了，他们就是已到结婚年龄依然落单的大龄青年。

这些被人们称为“剩男剩女”的人，平日里工作忙碌，好像也忽略了自己单身的状态。
可是每到年节，似乎就会有无数个声音在提醒他们，赶紧脱单，好堵住老爸老妈的唠叨，
堵住七大姑八大姨的询问。

在这里，记者也替这些大龄青年温馨提醒一下，作为家长放轻松些，别总是过度关心
他们的个人问题。爱情和婚姻的确需要些缘分，别因为年龄问题给他们太多的压力，不能
为结婚而结婚。作为父母别总把唠叨挂在嘴上，趁着过年亲朋们多走动，说不定还会给孩
子制造一些机会。下面，讲两个大龄青年的故事，希望父母能体谅他们的不容易。

在此，祝福那些大龄青年，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记者 孙芸苓

◆相信缘分在路上

提起回家有些纠结更有些怕，依兰
说起父母逼婚，一脸无奈。

几乎所有的大龄青年，都曾有过被
逼婚、被相亲的经历。

而今年，32 岁的依兰，很不幸也加
入这个行列中，并深深感受到“同类们”
那颗顽强拼搏奋斗的心。

依兰出生在一个山区县，那里普遍
早婚。那里的女孩，高中毕业考不上大
学后，就很快嫁人了，等她大学毕业回
去，她同学的孩子都很大了，依兰有点
接受不了。

依兰说，她还要感谢她的父母，是
他们的开明，让她能够坚持高中毕业并
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而不是像村里
其他的姑娘们，不是早早嫁人，就是早
早外出打工。

大学毕业后，依兰找到了一份不错
的工作，那座五彩缤纷的城市里，她的
生活变得简单、多彩、幸福。可一切都
在去年的年初发生了改变！

每次依兰回家探亲，看着村里相熟
的人冲她打招呼时的羡慕目光，让她很
是自豪和骄傲，在她身边的老妈更是以
她为傲，头仰得高高的。

父母也不止一次地告诉依兰，他们
因为她是村里这几年来的第一个女大
学生而倍感骄傲，她老妈因此走起路
来，脚下都虎虎生风。

可是从去年开始，那些曾经用钦羡
目光看依兰的人，眼神似乎一下子都变
样了。

依兰看得出来，那眼神里，大多有
着幸灾乐祸的味道。

回到家，父母也不似以往那般，虽
仍是热情相对，但总觉得隔着什么。

记得那天，母亲悄悄问依兰，有没
有男朋友，见她摇头，母亲看向她的目
光非常失落。

这时，依兰才知道，原来她成了全
村年龄最大的剩女！因为在村里，都认
为32岁的女子还没有结婚就是一件非
常恐怖的事情，反正在村里这个年龄的
女子有的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于是，本来不太着急的母亲开始张
罗起来，不断托人给依兰介绍对象。

在外多年接受了大城市的理念，依
兰的心里认定，如今才毕业不过几年的
她，正是在事业上努力奋斗的时候，怎
么能被结婚绊住了前进的脚步。

但她的父母，当了一辈子农村人观
念传统，只认定像她这么大还不嫁人，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这会让他们在村里
抬不起头来。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相亲轰炸，依兰
终是落荒而逃。就连国庆假期，她都选
择在加班中度过，逃避回家。

马上又要过年了，依然单身的依兰
心里有几分不安，她就怕老妈那个熟悉
的号码打来电话。

“依兰，过年回来吗？”电话那端母
亲的声音，有些小心翼翼，好像生怕她
说个不字。

“妈，我……”依兰的话还未说出
口，就被老妈的唠唠叨叨打断。

听着她在电话中说着家长里短的
事情，所有的重点，无非是谁家的孩子
结婚了，谁家又添孙子了。

末了，母亲老生常谈：“今年能带男
朋友回来吗？赶紧找一个，别再挑三拣
四了……”

依兰支吾半天，终是说了实话：
“妈，还没有呢，没有特别合适的……”

不出所料，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循环
唠叨模式。依兰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
着窗户上映出的孤单人影，不免有些落
寞。但窗外的阑珊灯火仍给她一种希
望，她相信，那个对的人一定在路上。

（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均为化名）

一、大李，男，35岁，自由职业

二、依兰，女，32岁，公司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