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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67期）拜拜就拜拜，下一个
更乖。(蓝领07，石匠)

上一个分手是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太丑
了，就分了。(蓝领03，电话卡配送员)

网络中的恋爱同样难以长久，容易走向
“见光死”的结局。蓝领受访者 14在游戏中
认识了一名女生，经过一年多的暧昧阶段，
女生向其表白，两人正式交往。可是在现实
中见过几面之后，两人选择了分手，原因是
正式交往不如网上暧昧有趣。

两个人如果没有表达关系的时候呢，是
可以暧昧的，男女双方都很享受那种暧昧的
感觉，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就要开
始面对生活的琐碎事情了。之前没有见面，
或者是没有表达关系之前呢，这些都是往美
好的方面去想的，但是当你表达关系之后
呢，你就会慢慢地发现现实和你想象的是有
差距的，这种落差就让你觉得无聊。（蓝领
14，玻璃厂工人）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采取游戏型的爱情
方式，恋爱双方彼此都抱着玩玩而已的态
度。还有部分人将爱情等同于激情，不愿意
面对现实和经营爱情。其所构建的恋爱模
式非常不稳定，更别提如何通过恋爱获得稳
定的婚姻。

四、相亲悖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通过
相亲成家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恋爱
的成家路径对于新生代工人而言并不如想
象般的容易，而主观意识的抗拒和客观条件
的劣势使他们在成家的另外一条路—相亲
上也举步维艰。

1. 情不由衷：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拒斥
对于农民工而言，相亲并不陌生。两位

受访的老一代农民工都表示，相亲在她们那
个年代是一条很普遍的成家途径。受访者
娜婶（老一代工人 02，自主经营）24岁开始
相亲，当时在深圳的制衣厂工作，顺从家人
的意愿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家相亲，中间相
亲了有几十个人。

而另一位受访者玲婶（老一代工人 01，
环卫工人管理层）在 21岁就开始相亲。两
位受访者都提到，她们在结婚时对于相亲的
对象并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如娜婶从相亲
到确定结婚只用了三个月，其间也基本没有
和男生出去约会，即使是男孩子约她，她也
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出去。而玲婶和相亲对
象谈了半年，但由于男方在外工作，这半年
里两人见面时间也并不多。

总体而言，由于信息不发达，工作时间
长及工作场所难以认识异性等原因的限制，
相亲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很普遍的成
家途径，他们在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接受相亲
这种认识异性的形式，在适婚年龄甚至还会
特意从外边辞去工作回家相亲。

然而，同样因为工作原因存在认识异性
困难问题的新生代工人，却对相亲抱着一种
抗拒的态度。在我们的访谈中，无论是超过
普遍意义上的适婚年龄（指 25岁）还是仅仅
20岁出头的受访者，几乎都有被父母安排相
亲的经历，然而他们大多数人都拒绝了父母
的相亲安排，仅有的一名接受相亲安排的受
访者也只是为了维持与父母的和睦关系，并
不会考虑与相亲对象发展成男女朋友的关
系（受访者11，汽修工人）。

有学者曾将其解释为新生代农民工对
于父辈强权的反抗[19]，但在我们的访谈中，
即使是父母过世且从未被催促相亲的油漆
工人，也对相亲持抗拒态度。新生代工人似
乎天然地就对相亲这种方式产生抗拒与排
斥。而在追问受访者为何不愿接受相亲之
后，受访者给出这样的回答：

只有恋爱到一定程度才能结婚。不然
你说如果去相亲的话，（我）很排斥这些东
西，没意思的了。两个人都没相处过，你怎
么能知道合得来还是合不来，要磨合一段时
间。(蓝领03，电器厂品质管理员)

（去相亲的人）都是没办法找不到合适
的，然后年龄也到了所以才去相亲的......根
本来不及培养感情，就得结婚了。(蓝领02，
油漆工)

相亲的都没感情的，自己找的还可以
吧。”（蓝领05，制衣厂工人）

在受访者的回答中，“感情”这一词被多
次提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工人有着
强烈的情感需求，看重感情的培养与磨合。
而在他们的认知中，相亲无法满足他们的情
感需求。在他们看来，相亲结识的两人互不
了解且相处的时间短，来不及培养感情。

另外，他们还把相亲看作一种走投无路
且没有退路的选择，他们觉得选择相亲的人
都是因为“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且年龄到
了”才选择相亲的，而且相亲的结果一定是
结婚，没有回旋的余地。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对相亲
迥异的态度反映出农民工阶层婚恋观的变
迁，老一代农民工坦然接受“先婚后爱”的成

家模式，而新生代工人更青睐于“先爱后婚”
的模式，“婚恋自由”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融入农村青年具有传统色彩的婚恋观
念中。

2. 身不由己：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
的排斥

（1）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高
由于受到较为传统的农村适婚年龄观

念的影响，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
限制较严格，并逐渐形成相亲的年龄鄙视
链。受访者提到，相亲市场对于新生代农民
工的年龄限制一般以 25岁为划分标准，在
25岁之前相亲的机会较大，而 25岁之后则
逐渐被相亲市场排斥。如果新生代农民工
因此而不选择尽早进入相亲市场，这会大大
影响他们能够成功进入相亲市场的概率。

在工作收入与经济层面，受访者普遍反
馈要求很高，如稳定的工作，县城的房子、车
子和彩礼。在家庭层面上，相亲对家庭关系
和家庭成员也具有一定要求，主要表现在

“父母要年轻”“要独生子”“父母带孩子”。
现在的女孩子眼光都比较高，身高不能

低于1米7，低于1米7连门槛都进不去。第
二个是收入，要有稳定的工作，也要有一定
的文化水平，房子要县城里的，要有辆车，父
母要年轻，还要独生子，要是有两个男孩子
的话，女方会考虑到婚后压力比较大。然后
彩礼都很高，压力很大。(蓝领07，石匠)

（2）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支持不足
从家庭经济支持的层面来看，新生代农

民工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大部分也是农民
或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比较低，无法为
新生代工人提供全部的经济支持，如房子、
车子和彩礼等。在受访者自身经济条件不
足的前提下，家庭的经济支持能够助力新生
代农民工在相亲市场里略胜一筹。但是一
旦父母缺乏能力，家庭支持不足就成为重要
的掣肘因素。

像我这种，相亲就不用去相了。说句难
听的，没人给你做媒。你家没有条件，人家
给你做媒干嘛，白忙活人家愿意吗?人家做
媒成功了有钱的。(蓝领02，油漆工)

从家庭生活支持的层面来看，父母的生
活支持能够减轻和帮助子辈分担家庭的孙
辈养育、家庭照料等责任。在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状况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家庭成了他的

“代言人”。但如果父母年迈或早逝，这就导
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进入相亲市场。

3. 形同质异：相亲对于白领与新生代农
民工的不同含义

新生代农民工对“婚恋自由”观念的崇
尚似乎是解释他们抗拒相亲的完美原因。
然而，在后续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拥有着前
卫婚恋观念、对情感基础更为看重的都市白
领却没有对相亲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抗拒，相
反他们甚至主动接受相亲的形式，将相亲和
恋爱同样视为构建亲密关系的途径，两者的
相亲呈现“形同质异”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方式是基于强关
系开展的传统相亲方式，他们的相亲紧紧依
靠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受访者是这样描述农
村相亲的流程的：过年放假回家，都是爸妈
找关系看谁家有女孩子，然后找个女方亲戚
或者朋友说媒。(蓝领02，油漆工)

到了 20多岁了家里肯定会催（婚）......
家里的那些妇女没事就跑到人家家里去说
谁家女儿没嫁人，谁家儿子没结婚。(蓝领
06，电子厂工人)

相亲多由父母发起，相亲机会的创造依
赖于亲戚朋友街坊邻里，相亲的过程还会遭
受亲戚朋友的评头论足，诸如此类。血缘关
系与地缘关系穿插在新生代农民工相亲过
程中的方方面面，父母亲人的过多干涉让新
生代农民工的相亲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对于
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没办法将相亲等同
于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是从两个人过渡到两
个家庭的，他们可以享有相对私密的二人世
界，而相亲从初始就已经是两个家庭的事。

青年白领的相亲已经从强关系模式逐
渐转变为基于弱关系开展的新型相亲方式
[20]。相亲平台举办的各式各样的大型相亲
会、专门针对都市白领设计创办的交友网
站、雇主开展的未婚联谊Party、大型相亲交
友节目等这些近年来都市大热的相亲方式
更多是靠弱关系纽带连接，血缘、地缘关系
的干涉相对较少，同时这些新型的相亲方式
多以派对、网络配对等形式开展，青年白领
可以以一种“交友”的形式，怀着一个相对轻
松的心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为自己的择偶
创造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依赖于强关系开展的传
统相亲方式竞争激烈。已有研究发现，传统
相亲的择偶范围距离大都在十公里之内的
附近县城、附近村庄甚至同村[21]，而由于农
村优质适龄女性大多流入优质男性较多的
城市，导致农村男女性别比失衡，这也意味
着农村相亲市场会呈现“男多女少”的状况。

在性别失衡的相亲市场上，占据人口优
势的女性多处于“挑剔”的一方，在“供不应
求”的农村相亲市场，农村男性需要具备更
优渥的条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胜出，在我们
的访谈中，受访者也对农村相亲状况进行了
描述：

因为现在男孩子多，女孩子少，现在农
村的女孩子都特别挑。女孩子看男孩子，看
着还行就了解男孩子的人品，男孩子这个人
怎么样，去你村子里打听你这个人有没有不
好的传言。看家庭主要看家里有没有钱。
看你父母怎么样，就父母年纪，然后就会说
彩礼。父母健在的话，女儿嫁过去有父母帮
着，女孩子就不会吃什么苦，以后生小孩了
父母也可以帮着带，什么都不要女孩子操心
了。男孩子挑女孩子，只要长得还可以就能
结婚了。只要相中了，男方巴不得立马结
婚，你不订婚说不定明天她就跟别人订婚
了。相亲得靠抢，因为女孩子少啊。(蓝领
02，油漆工)

相亲市场的激烈竞争逼迫着新生代男
农民工不得不“出售自己”，相亲对于他们而
言更像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与白领形同质异的相亲
很好地解释了为何那些渴望成家却又从不
主动出击的农民工会对相亲产生抗拒。就
如制衣厂工人 05，今年已经 28岁的他从未
有过恋爱经历，对于成家他自己也表示“有
点着急”，当谈到择偶标准时，他表示“哪里
的女孩子都可以，就是合适的就可以”，然而
着急结婚且对异性的条件几乎没有要求的
他却对自由恋爱和相亲都抱着一种“不情
愿”的态度：“还没有谈过女朋友，没钱，就是
没钱什么的，就是不想谈......他们（父母）介
绍过相亲，没有相过，不想去相亲，不知道怎
么说，就是不想去。”

这位男工人对相亲及自由恋爱看似“毫
无缘由”的抗拒在笔者看来是源于他对自身
条件的不自信，无论是并不优渥的经济条件
还是不善言辞、内向的性格，都让他感到“低
人一筹”，相亲市场的激烈竞争与对方及自
己父母亲戚的多重压力使他心生胆怯，外部
环境的变化，使他没有了家庭和社区等外部
支持，在婚恋的挑战中单打独斗。

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组建困境背后的
社会根源

婚恋过程的“双重困境”折射了新生代
农民工所面对的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
白领阶层的社会环境。参与到不稳定和社
会缺失的“世界工厂”的工作中，使他们的社
会生活脆弱、封闭、不稳定，无法开展正常的
社会连带关系，这导致他们在组建家庭的时
候面临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和组建家
庭的困境实际上折射的是其稳定正常生活
所必需的社会系统的缺失。

首先，世界工厂劳动的不稳定，导致农
民工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无法稳定；而枯
燥无聊的工作推动其热衷于追求刺激，助长
了其游戏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一般具有以下的
特点：时间长、内容枯燥。在工厂中工作的
人尤其如此。在工作之余，还要忍受独自生
活的孤独寂寞。他们会选择多样的娱乐方
式来放松身心。

有受访者就认为“像十几、二十几岁的
（打工者）喜欢玩很正常”。很显然，对于部
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恋爱成了跟游戏一样
的消遣。只要自身有吸引异性的条件，就可
以开始恋爱“游戏”。

（我的工友）泡妞去喽，凭实力泡妞......
实力就是长相、钱包还有魅力。(蓝领07，石
匠)

漂泊不定、频繁流动的生活和工作经
历，使现实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下
降，降低了他们花费精力维持形象的动力，
亦瓦解了其经营自身形象和关系的决心。
新生代农民工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从大众媒
介上了解爱情这座“秘密花园”，受其中爱情
观念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爱情观。

他们希望跟主角一样收获轰轰烈烈、美
好的爱情。他们喜欢爱情热情似火的一面，
却不愿意接受平淡如水的一面。当需要投
入精力去经营时，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放
弃。世界工厂的不稳定劳动进一步助长了
这样的恋爱观，当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
部分人抱有此种恋爱观时，就会对其他人产
生影响，导致此种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的广泛传播，形成“刚开始谈都是玩玩”的局
面。其次，世界工厂的劳动收入无法支撑劳
动者城市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大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辍学打工，再加上缺乏专
业性技能，导致工作可替代性强，晋升空间
也很小。总体上看，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的
当前可支配收入还是未来预期收入，都不乐
观。

在受访者 13的工作转换描述中，从深
圳眼镜厂到潮州陶瓷体力活，可以看出不管

是变换工作还是改善收入水平，都与文凭和
技术相关。因为缺乏技术，尽管尝试过多次
的工作转换，但他从事的内容都停留在陶瓷
之类的体力活。

初中读完了就出去打工了......那是一家
眼镜厂，就是比较轻松，在那边做了几年，然
后觉得那个收入不太理想吧。因为我们也
没什么文凭，没什么技术。深圳那边没什么
技术，去那边做事的话待遇也不高。到潮州
之后，这边工作不稳定，有时候哪里有事就
去哪里做。比如说找了一家工厂一年后没
生意了，就得再换一个。就是工厂是不固定
的，但是从事的工作内容都是在做陶瓷之类
的体力活。(蓝领13，玻璃厂工人)

从经济消费的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
对未来并没有规划，他们会为短期享乐而消
费或者超前消费。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收
入相对较低的客观现实中，这种“月光族”消
费观和消费行为更是为他们未来的“被拒于
相亲市场之外”埋下了“没有存款”的伏笔。

受访者 02说“平常也经常出去跟别人
玩，也没想过存钱”“那个时候基本没有存下
来钱”“以前都想着休息”“我现在花钱也花
得挺多的”，都能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
消费观是以玩乐享受为基础的，他们会陷于
短期的享乐消费而缺乏存款和未来规划的
意识。

最后，参与世界工厂的劳动瓦解了新生
代农民工的社会根基，无法产生稳定的生活
预期，无法产生基于现实社会的稳定的社会
连带网络并依托于此营造社区生活。老一
代农民工虽然也在世界工厂中工作，但是他
们的生活依托于传统的乡村社区，这为他们
提供了稳定的生活预期。乡村社会也给老
一代农民工提供了充分的生活意义来源，诸
如回乡建房、子女上学等乡村社会分层中的
重要事件，亦是他们工作的奔头，成为他们
在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工作的意义的原
点。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通过与老乡聚居
等方式，建构出相对稳定的社会连带网络，
并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从农村“脱根”
以及在城市无法立足的“双重脱嵌”状况。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传统之间存在着
多种复杂关联，但是普遍来看，传统乡村生
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其
所能提供出来的意义感愈加有限，留守经
历、游戏世界、网络赌博等的卷入更加剧了
他们背离乡村生活，降低了传统的家族延续
等重要使命在新生代农民工内心中的重要
性。

高度的漂泊和流动让新生代农民工难
以锚定他们的社会根基，在不断漂泊中稳定
的生活预期缺位导致家庭组建困境。不确
定的生活样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安
排难以形成稳定预期，而不稳定的预期又会
导致双方容易在涉及金钱、工作等问题上发
生争吵，难以维持稳定的爱情，也就难以通
过自由恋爱这条道路来通往成家的大门。
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对于劳工社会体系一
直存在排斥效应，导致农民工无法开展正常
的社会生活。

六、结论
不管是对美国还是中国的工人而言，有

序地经历如上环节并贴上教育、工作、家庭
等“社会标签”，标志着由社会认可的成年转
型顺利完成，由此通向稳定的成年生活，构
成了成年转型的经典路径。但是这样的画
面对今日的中美年轻工人来说都难以实现。

对美国工人而言，成年转型困境来自日
益市场化的教育制度和非正规化的工作制
度；对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则来自不
稳定的劳动以及世界工厂的工作模式下，参
与劳动过程中产生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和社会生活的剥离效应，使新生代农民工难
以开展稳定而可预期的社会生活。

对美国工人而言，传统的成年转型模式
无法维系，令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家庭期望，
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
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对于中国新生代
农民工而言，这种转型则显得更为艰巨：一
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并未放弃传统的家庭理
想；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理想的期望在现
实中又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在这个
不稳定的时代赤裸碰撞，只能被生硬切割。

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努力坚持，希望能
够有机会进入经典的成年化模式，而一些人
则可能已经在没有希望的过程中放弃了等
待，类似“三和大神”的底层劳工即属于此。
对于大部分“三和大神”来说，成家既是一个
奢望，同时也是累赘。他们更享受“一个人
吃饱全家不饿”的自由。由于放弃了成家的
努力，他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即便穷
困潦倒、露宿街头，对他们来说也未尝不可
接受。家庭以及社会对于他们而言，Z如韦
伯笔下新教徒身上的沉重的斗篷，已经悄然
退去，从而遁入“无根社会”之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