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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
尴尬的“临老入花丛”
2019年夏天的某天，记者采访途中乘

公交车由南到北穿越青岛老城，期间除了
记者本人，车上乘客全都是老人，密闭的车
厢里弥散着某种气息，给人一种无法言说
的孤寂。
这是记者头一次，对我们的社会正在

滑入“老龄”，有了切身的体会。
生命终究会走向凋零，这是逃无可逃

的现实。既然我们都有老去的那一天，不如
从现在就开始学着理解、面对。从 2019年
夏至2021年春，记者去了海泊河公园和汇
泉广场相亲角四五十次，收集了 375张老
年征婚卡片，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尽
管如此，此刻仍感到无从下笔，内心诚惶诚
恐——— 我真的理解他们了吗？
“老年人相亲，有你想象不到的狂野。”

“没了年轻时的忌惮，挥霍着岁月积攒给自
己自私的充足理由，去达到性需求……”这
是记者随机从网上摘抄的评论，说实话，近
年来网上对老年人黄昏恋的“风评”并不友
好。外地有位大姨被年轻男子骗财，不少评
论却嘲讽大姨“一把年纪了，还祸祸小伙
子”，而忘了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老年人正当的欲望、需求和权利，就这

样被贴上“为老不尊”的标签，被忽视、被误
解、被中伤。占据社会话语权的，总是一代
又一代的年轻人，被社会边缘化的老年人，
既无力对抗偏见，也没有勇气发声。
很多落单的老人，怕人笑话“临老入花

丛”，更怕子女阻挠，只能拼命压抑着对爱
情的渴望，或偷偷摸摸进行，旁人很难一窥
全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争取爱和
欲的自由就微不足道，就该被社会装作没
看见。
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末，全国 60岁

及以上人口有 2 5 3 8 8 万人，占总人口
18 . 1%。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无配偶的达
35%，有再婚意愿的达37 . 6%。粗略计算一
下，25388万人×35%×37 .6%=3341万人。
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性需求，是无法

被忽略和压抑的，毕竟生而为人的本质，就
是对爱的渴望与追求。这一点，无关老幼。
所以，记者将用文字展现的这些美好和不

那么美好的，都是火辣辣的人生。

刚需>>>
老汉比青年更愿意征婚？
“老伴？想找是想找，也就想想罢了。”
今年 69岁的章老师自称来相亲角是“随便
转转”，8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后，他就开始
了独守空房，最初几年的悲痛，这几年渐渐
变成了孤独。“没敢跟孩子提这事儿，估计
同意不了，而且街坊邻居、以前的同事学生
怎么看我？”
老年疏世事，幽性乐天和。何为老年？

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之规定，老
年人的年龄起点是60周岁。但作为一项社会
调查，记者将起点年龄稍作调整，定在了女
55岁、男60岁。此时，大部分人已经退休，没
了工作的羁绊，少了儿女的负担，终于可以用
尽全力，演绎余生的最后一出大戏。
在为期近两年的调查中，调查的第一阶

段，记者采集了1683名征婚者的数据。其中，
55岁及以上年龄段女士和60岁及以上年龄
段男士共197人，约占全部征婚人数的12%，
这个数字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8 . 1%，比例
比较接近。调查的第二阶段，记者专门对岛城
黄昏恋群体进行了调查和数据采集，前前后
后共收集到老年征婚资料375人/份。
从男女比例来看，这375人中，女士249

人，占比66%；男士126人，占比34%。如果
去除55岁至59岁的79名女士，在总计296
名 6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老年征婚者中，女
士有 170人，占比 57%；男士有 126人，占
比43%。
与岛城青年征婚男女比例（女707人，

占比 59%；男484人，占比41%）进行对比
发现，老年男士征婚比例有了2%的小幅上
升。这说明进入老年阶段，整体上女士征婚
比男士要积极，老年男士比年轻男士要积
极，这里面或许掺杂着身心陪伴、物质需
求、生活照顾等多种因素的考量。
如果考虑到社会对黄昏恋的偏见、老

年人自身的遮掩，岛城征婚的老年人比例
已经很高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老来伴儿
的渴望和需求，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岛城
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老年人比较开明勇
敢。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不少老

人是在孤独中度过的。老年空巢，

一个人，在操劳大半辈子，为家庭、

社会倾尽所能之后，在这段独属自

己的人生后半程里，他们还在渴望

着什么？希望以怎样的方式度过余

生？尤其是那些落了单的老人，他

们是选择勇敢追爱，还是孤独终

老？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但真实的

状态和需求，又有多少人用心关注

过？换句话说，又有多少儿女能真

正走进父母的内心？

19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说：

“老年的悲剧不在于已经衰老，而

在于依旧年轻。”老年人心理的复

杂性，话题的私密性，远非一篇长

文所能参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远比我们

想象中更炽热地活着，值得祝福。

当年轻人表示不再爱了时，老

年人却正在为爱痴狂。记者在青岛

相亲角历时近两年跟踪调查，收集

到375份老年征婚资料，期望通过

数据与众多悲欣交集的故事，勾勒

出一幅黄昏恋全景图。

年龄>>>
83岁大爷也来征婚
“年龄，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数字，没
啥意义。”375名老年征婚者中，年龄最
大的男士83岁，年龄最大的女士75岁。
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

王不叫自己去。旧时指 73岁、84岁是人
生的两道坎儿。现在随着生活条件改善、
医疗水平提升，84岁已算稀松平常。根
据青岛市新闻办2021年1月6日发布的
数据，青岛人均期望寿命已达81 . 43岁。
但是 83岁征婚，对于很多人来说仍

属于稀罕事：“这哪儿是征老伴儿，是征
保姆吧？”以记者不惑的年纪，对此也感
到困惑，答案或许就藏在老伴和保姆的
细微差别里面。
分年龄段来看，“60后”（60岁～ 69

岁）的女士征婚者数量，要远远多于男
士。除了 64岁男士多于女士、65岁男女
比例旗鼓相当外，其他“60后”各年龄层
女士征婚者数量都“碾压”同龄男士。
这似乎说明，64岁至65岁对于独身

男性老人来说，是一道坎儿，能不能找个
伴儿、要不要找个伴儿，就靠这临门一脚
了。往前一步，是幸福；往后一步，是孤
独。一旦过了这个年龄坎儿，很多人可能
就不“折腾”了。
从69岁到70岁，老年女性征婚者数

量出现断崖式下跌，一岁之差就是天壤
之别。过了 70岁，女性对老伴儿的需求
迅速降温；过了 75岁，女性对找老伴这
件事儿，基本就死心了。数据上表现为，
75岁后的女性征婚者数量为0。
“ 70后”（70岁～ 79岁）、“ 80后”

（80岁～ 83岁）的征婚者中，女性一共只
有 15位，而男性则多达 59位，男性在人
数上实现“翻身”。反观60岁～ 69岁年龄
段，女性共 155位，而男性只有 67位。男
女征婚人数上的颠倒，并不是因为“60
后”征婚男性人数少，而是同龄征婚女性
人数太多。
70岁之后，征婚人数大体随年龄呈

下降趋势，但非常缓和，在 74岁至 75岁
有一个小波峰。总而言之，“60后”征婚，
女士唱主角；“70后”“80后”征婚，男士
唱主角。年龄为 5的整数倍时，例如 65
岁、70岁、75岁，对于征婚者有非常大的
心理暗示作用。

收入>>>
上了年纪也不“掉价”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考虑物质基

础的婚姻是不现实的，虽说有钱不一定
幸福，但是人到晚年显脆弱，经不起风雨
飘摇，只要不是过分虚荣、不是婚骗，争
取适当的物质，给晚年生活个保障，无可
厚非。
在经济方面的考量，单身老人跟年

轻人一样不含糊，绝不会因为上了年纪，
就自降身价。在 375名老年征婚者中，多
达 367人“公示”了自己的收入。说明这

一指标举足轻重，无论对征婚者还是应
征者，谈钱都是谈感情的前提，只有在这
点上彼此满意，才能更进一步。
这 367人的平均月收入是 3578 . 13

元，最高的 10000元，是名 57岁的个体
女老板；最低的显示仅有百元，是位 66
岁的外地大姨自己填写的。分性别来看，
242名女士平均月收入3108 . 98元，125
名男士平均月收入4486 . 40元，显然，退
休后的大爷还是比大姨更能“挣钱”。按
年龄段对比收入情况，可以发现从 60岁
至 83岁，收入起伏不大，毕竟老人都是
以退休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退休后和退休前收入对比，此前岛

城1318名“公布”收入的年轻征婚者，平
均月入 7424 . 47元，是老年征婚者平均
月收入的两倍多。老年人“造富能力”的
下降，势必造成话语权的下降，再婚就容
易受儿女干涉。
除了部分标注“收入不限”“相当”

“稳定”或者压根儿没有填写收入的之
外，375名老年征婚者中只有一名外地
大爷明确表示“没有收入也可以谈”，
287人对未来老伴儿的收入提出了明确
的数字要求，最高 6000元、最低 1000
元，平均3390 . 59元。
217名老年征婚女士要求老伴儿平

均月入 3773 . 73元，稍高于自己的平均
水平。其中，要求对方月入 6000元的仅
有 5人，占 2%；要求对方月入 5000元的
有28人，占13%；要求对方月入4000元
的88人，占41%；要求对方月入3000元
的人数最多，有96人，占四成多。
70名老年征婚男性要求老伴儿平均

月入 2202 . 86元，既达到自己收入的一
半即可。其中，有 54人要求对方月收入
2000元，占近八成；要求月收入3000元
的有 14人，要求月收入 1000元的仅有
两人。

房子>>>
没房的大爷想找个“房”
房子是归途，亦是归宿，对老年人来

说，意味着稳定、安心——— 老有所依，遮
风挡雨。在记者调查的 375名老年征婚
者中，304人明确表示有房，占比 81%；
69人未注明住房情况，只有两人表示在
青岛没有房子，但打算定居。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老年征婚者拥

有房产的比例高出青年 15%。到了这把
年纪，如果是老青岛人，基本是有房子
的；如果是外地来青定居，也多是通过打
拼用积蓄购了房。
分性别来看，249名老年征婚女士

中，185人明确有房子，占比 74%；126
名老年征婚男士中，119人明确有房子，
占比 94%。男士有房率高出女性 20%，
几乎人人有房。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
是社会上老年男性有房率本身就很高；
二是有房是老年男性征婚的硬杠杠，没
有房子的或许被挡在了征婚市场之外。
未来老伴必须要有房吗？375名被

调查者中，101人没有明确要求，或可理
解为最好有房，没有也能接受。但是话虽
如此，没房子肯定没啥竞争力。
无论男女都希望另一半尽量有住

房，而且最好是独居，不希望同对方儿女
搅和在一起。249名老年征婚女士中，
238人明确要求对方必须有房，而126名
老年征婚男士中，仅有 36人明确要求对
方必须有房。
相比较而言，女士较男士更看重对

方有没有房子。“没房，免谈！这个年纪，
没房谁敢找？！”“如果对方没有住房，住
进我家，亲朋邻居还不笑话死我？”……
这是征婚女士的普遍看法。
375人中，只有 7名有房女士，可以

接受对方没房，但有房当然更好；63名
无房女士中，仅有 4人可以接受对方也
没有房子，即年轻人说的“裸婚”；375人
中仅有的 7名无房男士，全部要求对方
必须有房。

学历>>>
上了年纪也要看学历
书到用时方恨少，老来征婚用得着。
在很多人看来，人到黄昏，阅历足以

填平学历的“鸿沟”，人生坎坷起伏，起点
上的差距不算个啥，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记者统计的岛城 375名老年征婚

者中，351人标注了学历，其中硕士学历
2人，本科学历 3人，大专学历 41人，高
中学历 91人，中专学历 42人，初中学历
154人，小学文化18人。
为啥说老年人征婚，学历仍然至关

重要呢？记者此次调查的 375名老年征
婚者中，从不同学历对应的收入情况来
看，即使到了退休年龄，收入仍与学历高
度相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生活越有保
障。
特殊之处在于，中专学历征婚者收

入远高于初、高中学历的。这是缘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中专生含金量相当高，
拿网友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那时的中
专约介于现在的“985”和“211”大学之
间。考上中专意味着“农转非”、毕业就端
上铁饭碗，所以，现在的大学生没有任何
理由看不起中专学历的父辈。
对于未来老伴的学历要求，普遍的

规律是，学历越高的越重视学历，一是他
们有资格提这样的要求，二是他们认为学
历意味着生活品质以及共同语言。征婚者
一般可以接受比自己低一档的学历，比如
自己本科，对方至少是大专。举例来说，41
名大专学历的老年征婚者中，18人对老伴
学历有要求，其中两人要求大专，13人要
求高中，3人要求中专。
此外，老年征婚市场有很强的地域

性特点，基本以本地人为主。外地老人在
青征婚，普遍是子女在青工作，随同前来
定居。375名老年征婚者中，除两人未标
注户籍外，329人为本市人，占比近九
成，其余 44名外地人中女性 32人，男性
占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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