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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芸苓

婚姻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
理解的过程，而不是一场相互评判
的比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
们往往容易陷入用自己的标准去
丈量对方的误区。这种做法不仅
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和不被尊重，还
会破坏夫妻之间的信任和感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这是由他们的成长环
境、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所塑造
的。两个拥有不同原生家庭背
景的人，因为相爱走到一起，爱
情的激情过后，彼此就发现对方
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什么
都能了解自己、体谅自己，或者
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时
的我们或许带着失望，于是，下
意识地拿着手里的尺子来衡量对
方。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似乎哪
里都有问题，于是开始了无尽的烦
恼和冲突。

婚姻中，我们不能期望对方完
全符合自己的标准。如果我们总是
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对方，就会忽
视对方的独立性和个性，导致对方
感到被束缚和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陷入逃避和抗拒中。

以己度人难以和谐

婚姻中的夫妻容易陷入一种
以己度人的误区。这种做法往往
会导致误解、争吵和伤害，破坏夫
妻之间的和谐关系。

大明和小芳是一对“八零后”
夫妻。大明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商
人，他习惯于高效、有序的生活，不

喜欢别人打扰他的节奏感。而小
芳则是一名画家，她追求的是自由
和激情。恋爱时，小芳在大明的眼
里绝对是女神般的存在。她的灵
动，她的才情，她画中那绝美的意
境，都在大明心里被美化了。

在婚姻生活中，大明发现，
原来的女神在他的眼里失去了色
彩。他经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
小芳的行为和态度。他认为小芳
应该像自己一样勤奋努力，对待
家庭和工作都要有像她绘画那样
投入热情，比如照顾老人、养育
儿女，也要像她拿起画笔那样自
如。然而，生活中的小芳很笨
拙，做饭不行，收拾家不行，还
经常丢三落四，这让大明忍无可
忍，开始挑剔起小芳。

小芳却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没有错，她不愿意被束缚在固定的
框架里，也不想成为整天围绕锅台
转的家庭主妇。小芳的公婆又是那
种极其传统的人，希望儿媳相夫教
子、忍辱负重。这种差异导致了两
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大
明觉得小芳对家庭不负责任，而小
芳则认为大明过于苛刻，不尊重她
的个性和选择。

小芳喜欢外出写生，一去就是
半个多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交
由保姆照顾。按说这也没啥，可是
一次小芳外出期间，老人意外摔
倒，孩子也病了，大明就不得不放
下手头的工作来处理家事。

小芳在写生中找到了灵感，
正在创作的兴头上，大明却在电
话里大吼，说了很难听的话，小
芳赶紧回来赶到医院。好在，老
人的伤不要紧，孩子也是普通的
感冒，不久就出院了。可是，大
明依然耿耿于怀，认为这一切都
是小芳的错。而小芳认为，这只
是生活中的一次意外。感觉到大
明对自己的不尊重，小芳也忍无
可忍和他大吵，两人差点去了民
政局离婚。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婚姻中
不能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对方。
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
沟通和信任，不能以己度人，人
为地制造夫妻之间的不和谐。

用理解的态度接纳对方

欧先生和赵女士是一对中年
夫妻，他们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
的婚姻历程。以前欧先生事业有
成，脾气很大，在家里说一不
二。而赵女士则是内向温柔的好
妻子，虽然生活中难免受些委
屈，但为了孩子和这个家她一般
都会默默忍受。

这么多年他们共同经历了许

多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彼此的成
长和改变。然而，欧先生因为工
作原因，长期忽视自己的健康，
导致突发脑血栓。而赵女士则不
离不弃，一直陪伴在欧先生的身
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在这个过程中，欧先生深刻
体会到了赵女士的关爱和付出。
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意
识到自己在婚姻中过于强调自己
的需求和期望，而忽略了对方的
感受。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态度，
更加珍惜和感激赵女士的付出。

在欧先生的康复过程中，他
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这段艰
难时光。这段经历让他们更加珍
惜彼此，也让他们的婚姻更加坚
固。

刘老夫妇是一对已经度过了
金婚纪念日的老年夫妻。他们已
经一起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见
证了彼此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
的历程。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
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磨合和争
吵，但最终都选择了相互包容和
理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
体逐渐变得衰弱，需要彼此的照
顾和扶持。刘老先生患有严重的
关节炎，行动不便，而刘老太太
则患有心脏病，需要定期服药。
然而，他们从未因此而抱怨过对
方，反而更加珍惜彼此在一起的
时光。刘老先生每天都会为刘老
太太准备饭菜，陪她散步；而刘
老太太则会关心刘老先生的身体
状况，提醒他按时服药。

他们的婚姻生活虽然没有了
年轻时的激情和浪漫，但却充满
了相濡以沫的深情厚意。他们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情和婚姻：“不是相互指责和挑
剔，而是相互扶持和包容。”正是
这种相互理解和包容让他们走过
了漫长而幸福的婚姻历程。

有句老话说得好，幸福的婚
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
的不幸。能成为夫妻那是多大的
缘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应该
及时地觉察到自己在婚姻中遇到
的问题，从而去化解和解决。

当我们发现对方的行为不符
合自己的期望时，很容易产生不满
和抱怨。这种消极的情绪会破坏
夫妻之间的和谐氛围，甚至导致争
吵和冲突。如果我们像刘老夫妇
一样，相互体谅和包容，才能使婚
姻更加稳定。

总之，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独
立性和个性，以更加开放和理解的
态度去接纳对方。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婚姻关
系，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薛元箓

开封“王婆说媒”的火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
们对相亲接受度的误读。印象里备受冷落的相亲市
场，通过“王婆说媒”的娱乐化表达，不仅证明了相亲
市场的真实存在，而且告诉人们，它竟然拥有如此巨
大的市场潜力。

如果把婚介公司和熟人做媒视为相亲市场两大
传统的主要角色，那么“王婆说媒”的横空出世，意味
着一个新的竞争者的出现。同时，它所带来的相亲
市场的细化，也必将导致做大相亲市场这块“蛋
糕”。这种良性竞争的势头，最终的受益者无疑是渴
望“奔现”的青年男女。

应该看到，“王婆说媒”对于愈发程式化的相亲
模式具有文化上的批判性。它提醒相亲市场反思，
如何认知青年男女的婚恋困境？如何有针对性地提
供优质婚介服务？同时，它也提醒青年男女，唯有天
下有情人才会终成眷属。幸福的婚姻，必以爱为起
点。

毋庸讳言，被简历化和表格化的相亲者，呈现出
的仅仅是阶层、门第和经济状况的外包装。即将走
向恋爱的男女，却独缺恋爱所凭借的人性和情感的
个体化表达。爱或被爱的“那个人”，在相亲市场里
往往是不存在或者面目模糊的。

相亲模式较于自由恋爱的天然缺陷被进一步放
大，其结果就是相亲市场不得不接受来自青年男女
的被动整顿。在程式化的婚介公司被冷落、父母包
办式相亲受到抵制的双重打击下，就连传统的春节

“催婚”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可以说，“王婆说媒”成功获取了青年男女整顿

相亲市场这一“流量密码”，以强烈的既视感唤醒了
“熟悉的味道”，实现了自主、个性和浪漫相亲的陡然
回归。它甫一诞生便赢得青年男女的热烈响应，并
不出乎意料。“王婆说媒”为传统相亲市场提供的最
大启示就是，把一张平面的简历，回塑成了有血有肉
的、想爱和被爱的人。

这一启示同样适用于应运而生的各地效尤者。
“王婆说媒”的成功，激发的不应是同质性的“蹭热”
思路，而是相亲市场的一种创新思维。溯源相亲文
化的原始基因，做有情人贴心的红娘，是涉足相亲市
场的新军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相亲始终是
一桩浪漫的事。 （《中国妇女报》）

“王婆说媒”
对相亲市场的“友情提示”

食材：嫩苜蓿、蒜末、干辣椒段。

做法：
1.选嫩苜蓿，摘去老叶，清洗干净，然后切好蒜

末，再热锅烧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辣椒段爆香;
2.倒入苜蓿大火翻炒，再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继续大火翻炒均匀;
3.炒至苜蓿断生入味以后，即可出锅开吃。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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