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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逢周末和法定节日，上海市HP区NJ路附近某公园的北角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一群中老年人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
这些人或是拿着写满信息的纸牌四处游走，或是站在自己的“摊位”前面。
这里就是上海相亲角，一个特殊的公共聚会场所。

相亲角中上演的并非是“剩男剩女”的戏码，真正的主角是他们的父母——当年的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在婚恋大事上曾经被“党疼”“国爱”，而今他们的子女要解决婚姻问题时，国家却早已从
私人情感领域退出。
市场化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国家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性领域的改制，迫使城市居民凡
事依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父母们的集体性焦虑在相亲角中展露无遗。

白发苍苍的他们为何要瞒着子女跑到公园来代理相亲？
为什么明知子女的婚事要由子女决定，却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大公园的相亲角？
为什么相亲角的婚配效率基本为零，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日均人流量过万次？
《谁来娶我的女儿？
：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将为您揭开上海相亲角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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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沛东，女，陕西铜川人。
1995年起在中山大学求学，本科学习法语，辅修汉语语言文学；硕士主修法语语言文学与文化，辅修
社会学；2007年先后获得中山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Paris）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政
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师。
研究领域包括消费与时尚、婚恋与市场、国家与社会。
在《开放时代》、《广东社会科学》、《兰州大学学报》、《浙江学刊》、《西北师大学报》和《南
方人口》等期刊发表文章16篇，专著《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即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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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言 一“中国式焦虑” 二问题的缘起 三谁在“白发相亲”？
 四为谁“白发相亲”？
 第一章文献回顾 一有关择偶标准的理论 （一）社会学理论 （二）心理学理论 二有关择偶过程的理论 
（一）筛选理论 （二）婚姻市场理论 （三）选择交换理论 三关于择偶的实证研究 （一）国外学者的
研究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四有关“白发相亲”现象的研究 五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 六研究方法与资
料来源 第二章制度与情境：相亲角是一个新型的择偶平台 一相亲角：一种宏观的制度分析 二相亲角
：一个微观场域的情境分析 （一）“欲望”相亲角 （二）“实力”相亲角 （三）“市场”相亲角 （
四）相亲角的情感结构 第三章冲突与斗争：相亲角为何效率低？
 一择偶标准：行动者及其博弈 （一）相亲角部分群体的择偶标准 （二）相亲角普遍的择偶标准 二行
动策略：“白发相亲”的择偶行为 （一）择偶步骤 （二）择偶策略 三相亲角效率低下的子女因素 （
一）成材容易，成家难，曾经的优势如何变成今日之劣势？
 （二）是主动单身、被动单身还是被动前提下的主动单身？
 （三）地位提升、观念维续与现代女性的择偶困境 （四）现代性对待婚群体人性的挤压 （五）相亲
角为何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约会文化”？
 第四章合作与协调：相亲角为何人气旺？
 一相亲角的路径依赖 二相亲角的比较优势 三相亲角的潜功能 （一）知青一代父母的社会交往与情感
交流的新途径 （二）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 （三）单身老人择偶的“鹊桥会” （
四）外地父母建构居住地认同的一个认识性资源 （五）相亲为两代人的情感交流提供新话题 （六）
周末相亲成为部分待婚者的一种新型的 社交方式 四相亲角的异化 五相亲角的契约 （一）合作 （二）
协调 六知青一代父母的怕与爱 第五章中国式焦虑：谁来娶我的女儿？
 参考文献 附录一被访者基本情况表1 附录二被访者基本情况表2 附录三相亲角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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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随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为女性提供了一条
不需要通过婚姻就可以获得经济资源的替代性渠道，尤其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以教育程度、职
业地位和经济收入来衡量）较高的女性来说，结婚的边际收益低而机会成本高，这大大降低了婚姻对
她们的吸引力，进而导致结婚率的下降。
简言之，贝克尔认为，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会削减女性结婚的动机，促使她们放弃婚姻选择单身，成为
主动退出婚姻市场的“不婚族”。
这种观点被称为“经济独立论”，即由于经济独立导致“甲女不嫁”。
 由于具有较高的表面效度，经济独立命题成为解释“二战”后西方婚姻家庭变迁的主流范式。
但是，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首先，大多数态度调查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证据，表明经济独立后
的女性会拒绝婚姻。
其次，支持该命题的经验证据主要来自于对地区层面、同一时点的横截面资料的分析。
因此，这类研究存在两个方法论上的缺陷：第一，结婚与否是个人层面的现象，用地区层面的资料得
出个人层面的结论犯了“生态学谬误”；第二，这种推断存在因果倒置的可能，同一时点的数据难以
区分到底是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导致女性退出婚姻市场，还是由于结婚导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基于此，旨在解释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之间存在负相关的第二种理论逻辑应运而生。
 其次是“婚姻市场不匹配论”，该理论认为婚配市场的不匹配是导致经济独立后的女性成为单身一族
的主要原因。
具体说来，在“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的作用下，女性为了通过婚姻关系维持和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
地位，倾向于选择跟自己地位相当或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
这就大大缩小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的择偶范围。
而根据“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婚姻市场中的男性比较关注女性的持家能力和年龄、外貌等方面的
生理特征，而不太看重女性的经济能力。
由于难以兼顾家庭和事业以及年龄偏大等原因，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如鱼得水的女强人对婚姻市场中
的异性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因此，由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不对称的择偶标准和婚配模式的维续，使得“三高”（高学
历、高收入、高地位）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出现匹配障碍，而最终成为单身一族。
这种观点被称为“婚姻市场不匹配论”。
雷蒙等人对日本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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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将揭开上海相亲角的神秘面纱。
白发苍苍的他们为何要瞒着子女跑到公园来代理相亲？
为什么明知子女的婚事要由子女决定，却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大公园的相亲角？
为什么相亲角的婚配效率基本为零，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日均人流量过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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