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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铁上班时，在单位吃午饭后，

晚上睡觉前——每天的这三个时段，陈

脉会分别登录三个婚恋交友平台，查看

“今日推荐”。目光扫过男生的年龄、学

历、工作，她平均 2秒做出一次判断：“无

感”或“心动”。

这是陈脉“云相亲”的第三年，疲惫

和期待像潮汐一样交替出现。

从主打名校交友的相亲网站，到赋

予年轻用户更多选择权的社交平台，再

到诞生于互联网大厂员工婚恋需求的

交友软件……相较于传统相亲，互联网

婚恋交友市场的规模正在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国内已有超过 6000个线上社

交 APP，互联网婚恋交友用户数量已突

破 3000万。

这种新模式下，用户填写自我介绍

和择偶偏好，平台利用大数据进行个性

化匹配和推荐，相互“心动”即可开始聊

天，进而走向线下交往。艾媒咨询发布

的《2024-2025 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

场研究报告》显示，超半数消费者对相

亲呈积极态度，42.1%的消费者倾向于

通过线上结识的方式找寻婚恋对象。

在此过程中，择偶标准被拆解，个人魅

力被量化，算法充当红娘，相遇变得更

容易，互动也变得更高效。

当获得了空前的选择权，不少年轻

人发现，爱上一个人依然不是容易的事。

向主流交作业

5 年前，从天津某高校硕士毕业的

陈脉来到北京，成为一家社科类出版社

的编辑。刚工作那两年，她把出租屋布

置得舒适温馨，沉浸在独居的快乐中，

“下班后学吉他、看电影，周末就出去探

索北京。”刚走出校园的她，雀跃地拥抱

新生活，对恋爱和结婚并不急切。

最先沉不住气的，是陈脉的父母。

女儿高考考上 211大学，又被保送到 985

高校读研，在学业上一直是“别人家的

孩子”，唯独在恋爱方面不开窍。这几

年，陈脉的表哥、表弟和堂妹相继结婚，

过年催婚的话头转向了陈脉。父母觉

得面子上挂不住，在一次春节聚餐后跟

她郑重谈起了婚姻，提醒她“必须有紧

迫感了”。此后，这样的谈话经常发生。

陈脉开始感受到压力。她觉得，自

己一直在被“社会时钟”推着走，好不容

易在应试中“卷”赢了，还没来得及喘口

气，又要开始“卷”结婚。面对父母的催

婚，她也抗拒过，但最终选择妥协，“只有

先向主流交作业，才能真正做回自己”。

然而，结婚这件事的难度，超出了

陈脉的想象。她的理想型是阳光开朗

的理工男，跟自己形成互补。然而，上

班后每天两点一线，生活轨迹固定，结

交新朋友的机会也不多，很难在熟人圈

子之外遇到合适的男生。

上世纪 70年代以来，人们的爱情观

逐步转变。新华社发布的《中国 50年相

亲交友变迁》总结回顾了中国人近几十

年的“相亲”方式及渠道变化，从“00 年

代”的相亲网站和手机短信，到“10 年

代”的网恋奔现，再到近几年的桌游等

多样方式，新世代年轻人在相亲时更为

期待寻觅灵魂伴侣。

一些主打高学历的社交婚恋交友

平台吸引了陈脉，她发现这种方式“认

识人更容易”。注册完成后，陈脉把其

中三个平台的服务号在微信聊天页面

“置顶”，开始勤勤恳恳地每天登录打

卡，“用对待学业的态度对待相亲”。

与陈脉不同，33岁的张煜一直对婚

姻满怀憧憬。张煜成长于一个幸福的

家庭，在他儿时的记忆里，父母之间总

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的声音清脆好听，

父亲则总是微笑着回应——提到爱情，

这样的画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在张煜脑

海中浮现。

从北京某高校数学系毕业后，进入

职场的他更加渴望亲密关系，期待得到

支持和陪伴。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追

求效率的他决定上网找对象。两年前的

“光棍节”（11月 11日）那天，他点开互联

网相亲小程序，开始了一场“寻爱之旅”。

“流水线”式互选

开始“云相亲”前，要先打造个人主

页。平台会要求用户填写年龄、身高、

体重、教育经历、家庭背景、兴趣爱好、

爱情观等内容，以便访客查看并快速做

出判断。为了展示自身最有价值的部

分，每个人都要经历一番仔细斟酌和自

我拆解。

在个人主页上，张煜的形象是一个

“身高 171cm”“硕士学历”“年薪 50 万

元”的 33 岁金融男。为了提高竞争力，

他没事就刷别人的主页，然后不断完善

自己的简介。比如，看到别的男生写

“性格温和，善于倾听”，他就会补上“虽

然是山东人，但绝不大男子主义”，看到

女生写“介意脱发”，他也会加一句“毛

发旺盛，家中无遗传”。

每天中午 12点，平台会向张煜推荐

10位精选用户，每隔 3个小时，还会为他

匹配 30位同城单身女生。起初，张煜会

认真地看完每位女生的叙述，考量性格

是否合适，但时间久了，他开始迷茫，

“兴趣爱好那栏，很多人写着读书和旅

游。而在择偶要求里，出现频率最高的

是‘三观契合’‘有责任心’”。

他觉得，每个人都很相似，像是人

群中面目模糊的一团。

现在，张煜的筛选变得更加高效。

点进女生的主页，他的目光先锁定出生

年份 ，如果对方比自己大 ，就直接滑

过。然后再看身高，筛掉 158cm 以下的

女生。年龄、身高都达标的，他会快速

扫一眼照片和其他内容，如果对方颜

值、学历尚可，出身城镇家庭，他就毫不

犹豫地发送“心动”。

在相亲平台上，要想获得更多选择

权，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平台的社交

版块频繁发布动态，以增加个人曝光，

另一个则是充会员，这也是此类平台创

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作 为 一 个 i 人 ，陈 脉 选 择 了 充 会

员。她使用的三家平台中，以季卡为

例，会员费分别是 318 元、499 元、588

元，一番比对之后，她决定从费用最低

的平台试起。成为会员之前，她能够

“解锁 ”访客和心动者的次数非常有

限。而现在，陈脉可以无限次查看访客

和对她“心动”的男生，还可以设定条件

进行更精准的筛选，“像 HR 筛简历，也

像皇帝翻牌子。”她笑称。

26岁的沈忱是辽宁人，在深圳某高

中当老师。和陈脉一样，她也同时游走

于几个平台之间。这样的弊端是，有时

候会“串台”。有一次，一位在某个平台

上谈崩了的男生，又在另一个平台上联

系了她。上一轮聊天中，这位男生翻来

覆去就是几句话：“吃饭了吗”“下班了

吗”“在干嘛”，当时沈忱觉得对方木讷

无趣，现在她意识到，人家可能对她兴

趣有限，只是在“广撒网”。“这种流水线

式相亲，在不认识之前，又能要求几分

真心。”她无奈道。

约会像“拆盲盒”

双方互选成功后，平台的服务就结

束了，剩下的步骤要靠用户自己推进。

传统相亲模式下，有介绍人做背书，双

方大多在见面前就“心中有数”。而在

相亲平台上，用户的资料经过修饰和美

化，呈现出的是一个更为“理想化”的自

我。这就导致，见面更像“拆盲盒”。

对于线下约会，陈脉的态度有一个

转变的过程。刚开始相亲时，她对见面

有些畏惧，一连关注了多位情感博主，

上班摸鱼时看的都是“如何快速了解相

亲对象”“怎么聊天不尴尬”“第一次见

面应该吃饭吗”。如今，她倒成了先提

出见面的那个人，“在微信上聊个一周

左右，不反感就见面，速战速决”。

每次出门之前，陈脉会登录平台，复

习一遍对方的资料。她的经验之谈是，

“不仅要看呈现出来的部分，更要关注没

写的部分”。比如，如果对方的资料里，

“家庭背景”一项草草带过，她就会委婉

地问起“父母是否退休”“有没有养老

金”。此外，很多细节也是她观察的重

点：男生的身姿是否挺拔，点菜是否照顾

她的口味，以及对待服务员的态度……

在相亲中，男生通常会被期待更主

动，张煜也倾向于掌握主动权。第一次

见面，他会约在咖啡馆，要是有眼缘就

一起吃个饭 ，要是没感觉 ，就到此为

止。“如果每次都约饭，是一笔挺大的开

销，有时对方会提出 AA，但我不会让女

生掏钱，因为这可能是一种考验。”如果

还有第二次约会，张煜会邀请女生爬

山、看展、逛公园，在轻松的氛围中，进

一步加深了解。

李建中是张煜的本科室友，在海淀

某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或许是出于

职业习惯，李建中对待相亲，也有着写

代码一般的严谨。

为了记录相亲进度，李建中建了一

个 Excel 表格，里面分门别类列出了相

亲对象的基本信息、互加微信的日期、

约会的时间地点。第一次见面之前，他

会根据对方的兴趣爱好列出几个问题，

用于尴尬时救场。每次见面之后，他会

在表格里附上几句总结，或是失败的原

因，或是后续的打算。

沈忱则经历过不少幻灭的瞬间。

有的男生资料上写着身高 180cm，实际

上跟 172cm 的沈忱差不多高。有人线

上聊天时侃侃而谈，见面后却是十足的

社恐，讲话都不看她的眼睛。还有一

次，对方的职业特别符合沈忱的择偶标

准，晚饭后，男生主动提议去公园走走，

却在僻静处对她做出过分举动。

从此，沈忱不再有“职业滤镜”，也

拒绝把第一次见面安排在晚上。类似

的事件让人们对于互联网相亲更为谨

慎。艾媒咨询的调查数据显示，超四成

消费者对婚恋社交服务中的婚恋对象

信息虚假、营销套路、隐私泄露等方面

表示担忧。

“使用平台相亲，也要‘留个心眼

儿’。”李建中渐渐总结出一些经验。比

如，为保证用户资料真实可靠，一些头

部 平 台 进 行“ 学 历 认 证 ”和“ 工 作 认

证”。如果对方这两项认证未通过，即

便自我介绍写得再天花乱坠，李建中也

不会考虑，“认证并不复杂，如果这种基

础工作都不做，要么学历和工作是硬

伤，要么对方的目的不是相亲”。

合适但不心动

沈忱曾离“上岸”很近。今年年初，

她在平台上匹配到一个条件很合适的

男生，对方是位律师，高瘦身材，硕士毕

业 ，父母也在体制内 ，算得上门当户

对。两个人接触了 5 个月，男生对她很

上心，每周都约她出来，下雨天会提醒

她带伞，十分周到有礼。

但沈忱就是无法进入状态。一次

午餐时，对方试探性地询问能否进一步

发展，她实在给不出答案。她想，可能

是男生的身材太瘦弱，也可能对方缺乏

一点幽默感——总之，她忘不了大学谈

恋爱时那种“小鹿乱撞”的悸动，那或许

才是爱情的样子。

沈忱心里明白，走到相亲这一步，

理性应该战胜感性，但又见了几次面

后，她还是拒绝了对方。

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苏伟来说，上

网相亲跟做实验很像，略带玄学色彩，

不是努力就有结果。苏伟身高 182cm，

戴黑框眼镜，很符合人们对理工男的想

象。他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将学业摆

在第一位，从未谈过恋爱。等他开始着

急找对象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为了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每次单

位工会组织联谊活动，苏伟都会报名。

在他看来，有单位牵线，大家背景相似，

更有共同语言，他还能向其他男嘉宾

“偷师学艺”，在实践中进步。

为此，苏伟准备了一段风趣幽默的

自我介绍，认真程度堪比考研面试：“作

为一个物理学博士，必须上得厅堂下得

厨房，修灯泡、通马桶全都不在话下。

作为一个物理学博士，如果你是太阳

光，我会努力成为三棱镜，读出你无人

发现的喜乐和忧伤……”

为了增加相亲的成功率，李建中还

加入了校友会的“单身俱乐部”，有空就

参加活动。他们去过京郊的水库自助

烧烤，也玩过剧本杀、掼蛋和飞盘。比

李建中高一届的学长在一次剧本杀中

脱单，“那次是一个推理本，他和药学院

的小学妹‘斗智斗勇’，玩得很投机。两

个人都意犹未尽，后来又单独约过几次

剧本杀，顺理成章就在一起了”。

去年年底，李建中脱单了，进度表

里的名字数量停留在 19 个。他和女朋

友在平台上相识，对方在银行工作，年

龄小他两岁。认识两个月之后，双方确

立恋爱关系，如今已经在筹备婚礼。“爱

情很难，有人愿意跟你‘双向奔赴’不容

易，应该好好珍惜。”李建中说。

“云相亲”三年，陈脉的心态起伏很

大。在相亲平台上，为提高效率，年轻

人基本都是多线交流。陈脉经常同时

跟两三个男生接触，然后不由自主地陷

入权衡和比较，稍有不合意，她就产生

放弃的念头：“平台上选择那么多，要不

然再等等？”

学历和收入都不错的年轻人，在互

联网相亲群体中占据一定比例。婚恋交

友平台“陌上花开”发布的《高知婚恋行

业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2 年 4 月，该平

台 66.51%的用户最高学历为硕士。此

外，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年收入在 50万

元以上的占比分别为45.3%和24.09%。

每当陈脉刷到条件优于自己的男

生时，又会生出一些自卑：“我要是再优

秀一点就好了”，但没人会等她成长。

她觉得，比起自由恋爱，相亲更像谈生

意，大家待价而沽。

面对看似无尽的选择，陈脉有时会生

出一种无力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

也不知道这种“大海捞针”何时是终点。

学会如何去爱

陈脉大概算了一下，自己见过的相

亲对象已经超过 50 位。她的父母将女

儿的努力看在眼里，态度开始缓和。母

亲知道相亲不易，为了助女儿一臂之

力，她注册了某家长相亲平台的会员，

连广场舞也不跳了，每天睡前一定要刷

完平台推荐的 36个男生。

现在，陈脉依然每天登录平台，但

她尝试着放平心态，状态好就安排见

面，没有能量时也不逼迫自己。她觉

得，自己需要“回回血”，更需要弄明白

一个问题，爱情到底是什么？

“云相亲”是一个契机，让苏伟渐渐意

识到，“学会如何去爱”跟学业、事业一样

重要，自己欠缺的这堂课，是时候补上了。

最近，每次跟相亲对象见面后，苏

伟都会在微信上“回访”，虚心地请女生

指出自己的不足。有人建议他改变一

下着装风格，他便开始学习穿搭，有人

觉得他有点腼腆，他便尝试着打开自

己，挖掘自己做研究的趣事，主动跟相

亲对象分享。

张煜发现，自己把相亲对象处成了

搭子。自从开始线上相亲后，他几乎戒

掉了游戏，成了公园、剧院、博物馆的常

客。为了妥帖地安排相亲，他没事就刷

北京游玩打卡攻略。“我有几个约会基

地，中国美术馆一年的特展我都看过，

奥森和朝阳公园的花期我也门儿清。”

今年 5 月，张煜在“二狗”平台上认

识了一个广西女孩。正巧“中国美术馆”

公众号给他推送了“漓江画派”的作品

展，他便邀请女生一起去看。他们对美

术都不算在行，但就这么边看边聊，女生

给他讲家乡的风物和山水，他也分享自

己去桂林旅游的经历，结束后又一起去

吃了南宁老友粉，两个人都生出些不一

样的情愫。

8 月，张煜表白成功。他表白的女

生活泼可爱，两个人能玩到一起，也很

有共同话题。他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

但他的每个周末都充盈起来，“那就先

从搭子开始呗。”张煜心想。

得知沈忱一个人在深圳打拼，几位

年长的同事经常邀她去家里玩，做些家

常菜给她换换口味。一个周六的下午，

太阳晒得暖融融的，同事两口子在厨房

忙活，沈忱在客厅里跟小朋友一起搭乐

高，猫咪好奇地围着她俩转圈——或许

是被温馨的氛围所感染，那一刻，沈忱

很想在这座城市安个家。

最近，沈忱参加了一场同学的婚

礼，新郎和新娘在一次朋友组织的搭伙

旅游中相识、相爱。在沈忱看来，男生

在学历、家境两方面都稍逊女生一筹，

可两个人对视时，眼中是盈盈的爱意。

她不禁想，“如果真的相爱，是不是就没

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为了找回“心动”的感觉，沈忱决定

暂时从相亲平台抽离，换一种方式遇见

爱。她报名参加了几个户外运动社团，

一到周末就去登山、远足、划桨板，一方

面是为了锻炼身体、认识朋友，另一方

面，她喜欢高高壮壮的男生，“在这里遇

见的几率或许更大”沈忱害羞地说。

许多像沈忱这样的年轻人，希望通过

轻松自然的方式结交异性，以便双方更真

实地了解彼此，在互联网相亲外，“恋综式

旅行”悄然兴起。不同于传统旅游团，旅

行机构根据报名者的兴趣爱好、年龄等相

关信息组队，并组织各种主题游活动，成

为年轻人寻找爱情的又一新途径。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沈忱和团友一

起去梧桐山看日出。凌晨 5 点半，天边

渐染霞光，目之所及云雾缭绕，群峰若

隐若现。没过多久，火红的圆日从云海

中跃出，刹那间，天地透亮，万物生辉。

站在山顶，虽然有朋友在侧，沈忱却

突然感到孤独，脑子里跳出一个念头——

要是有个对象就好了。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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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一对一、面对面，到“流水线”式互选，互联网不仅重塑了相亲的过程，也深刻影响
着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在这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中，当情感被技术和效率“加持”，青年一
代经历着理性与感性的彷徨，有人身陷挫败和迷茫，也有人在反思中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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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百人速配轮桌相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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