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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姗姗

不知不觉间，所谓的适婚年龄悄悄到

来，我和许多朋友一样，正式成为被催婚

一 族 。 长 辈 们 有 的 乐 此 不 疲 地 向 我 “ 推

销”适婚男孩，有的则是在毫无“营养”

的 谈 话 中 传 达 着 “ 再 不 找 对 象 就 没 人 要

了”的恐慌感。

不可否认，大多数单身青年的婚恋在

长辈们那儿是“大事”，而于我们当事人

来说，则是鲜有提及的冷门话题，似乎恋

爱在单身青年中已不那么流行了。正如徐

志摩那句唯美的语句所描述的——“我将

于 茫 茫 人 海 中 访 我 唯 一 灵 魂 之 伴 侣 ； 得

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越

来越多的单身青年正在“佛系脱单”，即

以平和、理性的心态找对象，不迫切、不

强求，更不将就。

今年 31 岁的李杰是山东人，从大学

毕业后就在家人的“安排”和催促下，参

加了多场相亲活动和联谊交友活动。他笑

称 自 己 “ 实 战 经 验 颇 多 ， 但 战 绩 平 平 ”。

如 今 ， 他 依 然 会 自 觉 展 开 单 身 “ 自 救 ”，

参加各类联谊活动，但“找对象”这一目

标已让位于“交朋友”，对伴侣的期待也

更倾向于三观的契合上，而非物质条件上

的“门当户对”。

“ 金 风 玉 露 一 相 逢 ， 便 胜 却 人 间 无

数。”的确，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单身青年对于爱情或婚姻的自主掌握

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他们对爱情的态

度不再像父辈“搭伙过日子”那般 ，而

是 回 归 到 亲 密 关 系 本 身 ， 更 加 注 重 “ 感

觉”“眼缘”，追求精神契合。此前杭州就

举办了一场“不看房也不看颜，仅靠口味

交友”的大型相亲会，受到许多单身青年

的青睐。

王 蒙 刚 刚 步 入 而 立 之 年 ， 是 朋 友 口

中 的 “ 母 胎 单 身 ”（网 络 用 语 ， 指 从 出

生 开 始 就 保 持 单 身 的 人）。 这 两 年 ， 她

抱 着 脱 单 这 一 首 要 目 的 参 加 了 几 次 联 谊

交 友 活 动 ， 但 都 因 “ 感 觉 ” 不 到 位 没 能

顺 利 脱 单 。 不 过 ， 她 也 不 是 一 无 所 获 。

因 兴 趣 相 投 ， 她 在 活 动 上 结 识 了 几 位 本

该 是 “ 竞 争 者 ” 的 女 性 朋 友 ， 还 发 展 成

了 彼 此 “ 饭 搭 子 ”， 隔 三 岔 五 就 会 聚 在

一起。

我是王蒙的一个“饭搭子”。我们非

但没因未脱单而失望，反而因收获了“闺

蜜”而感恩。“脱单”对我们来说，似乎

很必要，但并不是那么迫切。

电视剧 《何以笙箫默》 中的一句台词

或许可以诠释“佛系脱单”青年的心理：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

人 都 会 变 成 将 就 ， 而 我 ， 不 愿 意 将 就 。”

单身青年的“佛系”并非说他们不向往爱

情，而是对亲密关系的建立更为在乎和慎

重，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权利拒绝不合时

宜的承诺和不合适的人，恋爱的门槛和要

求也比从前更高了。

当然，还有一类单身青年的“佛系脱

单”核心是“一个人也很好”。心理学上

认为，亲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但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单身经济的崛起，娱

乐活动丰富多彩，交友类 App 层出不穷，

极大地填补和满足了一部分单身青年的社

交需求。他们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自己的生

活，很难腾出时间来建立和经营一段亲密

关系。此外，这类单身青年还会受到身边

离婚朋友的影响，对婚恋产生畏惧感，从

而更加享受单身时光。

除了单身青年的主观原因外，“佛系

脱单”现象的产生还有着客观因素。今年

2 月，比达咨询发布的 《2020 年度中国互

联网婚恋交友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男女

单身的原因之一是“社交圈小，缺少异性

朋友”。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的交际

半径空前扩大，但“空巢青年”数量却逐

年上升，加之“996”甚至是“007”的工

作 制 度 与 狭 小 的 社 交 圈 ， 年 轻 人 “ 被 单

身”趋势愈加明显。

屈强从去年开始认真规划婚恋进程，

他像李杰和王蒙一样，尝试通过联谊交友

活动增加认识异性的有效渠道。即使觉得

到现场可能会有些尴尬或不适应，但他坦

言这或许是最快脱单的方法了。

另一个客观因素则是婚恋成本加大。

李杰参加联谊活动目的转变因素之一

就在于此。房子、车子、彩礼的压力，他

不 得 不 “ 屈 服 ”， 一 边 降 低 找 伴 侣 的 标

准，一边以“佛系”的态度面对还未脱单

的 事 实 。 95 后 陆 程 在 一 次 联 谊 活 动 上 ，

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与其他男嘉

宾的差距，压力剧增，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他脱单的信心。

数 据 显 示 ， 25-29 岁 已 接 替 20-24
岁 人 群 成 为 新 的 结 婚 “ 主 力 军 ”，“ 晚

婚 ” 现 象 和 “ 初 婚 推 迟 效 应 ” 突 出 ， 其

中 一 个 原 因 就 是 婚 育 成 本 使 年 轻 人 组 建

家 庭 变 得 更 加 困 难 ， 北 上 广 一 线 城 市 尤

为明显。

在一次采访中，百合佳缘网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公关总监董世彪讲述了

他的感受。他认为在追求婚恋的过程中，

男 性 更 追 求 “ 感 觉 ”， 女 性 相 对 更 追 求

“实际”，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

于自身条件的男性，而这样的差异成了横

亘在单身青年男女之间的一个阻碍。他用

一个极端的比喻阐释：男女根据条件分为

ABC 三类的话，B 男选择范围可以是 A、

B、C 女，而女性更多会向上“兼容”，而

不会“向下看”。绝大多数 B 女的选择范

围都在 A 男，有时也包括 B 男，但极少会

去看 C 男。

对 此 ， 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 专 家 委

员 会 委 员 田 丰 则 认 为 不 能 说 女 性 找 对 象

的眼光“更挑剔”，因为新一代年轻人无

论 男 女 ， 都 追 求 独 立 自 由 与 高 品 质 生

活 ， 对 婚 姻 持 开 放 态 度 。 只 是 随 着 经 济

发 展 和 受 教 育 水 平 提 高 ， 女 性 获 得 了 更

多 就 业 机 会 ， 社 会 地 位 上 升 ， 她 们 不 再

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

自 己 的 人 生 价 值 。 她 们 对 自 我 的 要 求

高 ， 对 未 来 充 满 希 望 ， 所 以 更 倾 向 于 找

一 段 有 利 于 自 我 成 长 的 亲 密 关 系 ， 而 不

单单只是“拜金主义”。

毋庸置疑，“佛系脱单”已成了青年

婚恋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但这绝

不只是单身青年的事，其背后映射的是一

种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和政策协力探寻最

佳破解方式。

（文中王蒙、屈强、陆程均为化名）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联谊相亲 反而收获“饭搭子”闺蜜

□ 罗世伟

近期，《半月谈》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合
作，在全国若干省份调研发现：学习无动
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生命
无价值感的“四无”青少年越来越多。

调查显示，“四无”青少年都与网络
有关。那么，可以说网络是造成“四无”青
少年的罪魁祸首吗？

笔者认为，造就“四无”青少年的根
本原因，不在于网络，而在于现实世界。
不是青少年沉迷网络导致他们逃避现
实，而是逃避现实才导致沉迷网络。

在逃避现实的众多原因中，有一个
较少被关注，却又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
就是控制感。《控制论与健康心理学》一
书的作者总结：控制感和自信、乐观相
关；不可控感与恐惧、焦虑、抑郁明显相
关。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
体会，如果一件事在自己的能力掌控范
围内，就会轻松处理，效果也会比较好。
如果一件事情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能力
范围，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很多人会产
生负面情绪。也可以说，面对诸多不确定
因素，会让人感到抓狂、沮丧、无奈，甚至
产生挫败感。

这样的体验，不仅是成人，青少年也
会有同样的感受，甚至更强烈。在成长的
关键时期，如果不能掌控自己的时间、空
间，又与父母、老师、同学缺乏亲密关系，
现实生活无趣，他们体验到的就是强烈
的失控感。情绪影响行为，一些出格甚至
是触碰法律的行为，往往就是在坏情绪
的影响下冲动产生的。

当现实世界没办法给青少年提供控
制感的时候，网络世界却向他们敞开着
大门。

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他们尝到了
“控制”的成就感。可以自由地定义自己
的年龄、性别、职业，可以设计自己的性
格、兴趣爱好，不用顾及现实世界中的自
己，既可以打造一个理想的完美的自己，
也可以扮演一个完全反面的自我，“天
使”与“恶魔”还能自由切换。能够突破地
域限制，凭不同的“面具”在全世界寻找
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认同、互相欣赏、
相互鼓励，甚至根据共同的梦想组成一
个团队，并且为之计划、付诸实施。虚拟
世界里的虚幻目标，让很多人有了学习
新技能的动力，网络也成为生命价值的
重要依托。

如此，现实世界中的“四无”，在网络
世界里成了“四有”。

怎样帮助“四无”青年在现实世界中
也成为“四有”青少年呢？

笔者认为，除了青年自身的努力之
外，家庭、学校、社会、国家都需要做
出努力。

首先，家庭要为青少年创造参与家
庭事务的机会。青少年是家庭中的重要
成员，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应该是多元的，
而不仅仅是努力上学考好成绩。能够帮
助父母做家务、照顾老人、照顾弟弟妹
妹、装饰居家环境，共享家庭信息，共同
决定家庭大事，等等。在参与家庭事务的
过程中，青少年就能更加了解家里的每
一个人，体验自己对家庭的价值，也能获
得对家庭生活的控制感。

其次，学校老师可以帮助青少年进
行阶段性的自我评估，包括自身的长处、
短处、优势、劣势，引导他们设定符合自
身能力的多元化学习目标，协助他们制
订学习计划。通过这些方式，让青少年可
以对学习进度、收效有一定的掌控，而不
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分数评价。因为分数
评价的单一性，有可能让排名靠后者给
自己打上“失败者”的标签。

社会要为青少年提供参与实践的机
会。让他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更早一点
明确自己未来的社会角色，能够更好地
对自身的学习进行规划，并付诸努力。

此外，国家要在法律层面为青少年
创造安全的现实生活空间。切实落实《未
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与青少
年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青少
年普法教育工作，帮助青少年了解自身
拥有的权利和责任，了解如何通过法律
的手段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了解自
己应该如何履行应尽的义务。

现实生活丰富，朋友相处有乐趣，未
来发展有期待，这样的美好生活一定能
阻止产生心理危机，阻止更多“四无”青
少年的出现。

把青少年变成

﹃
四无

﹄
的

不是网络而是现实世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上 海 一 所 名 牌 初 中 的 学 生 小 鹏 （化
名） 为了在自己“手速最好”的年纪当上

一名游戏主播，曾因父母给他断网闹过 4
次绝食，其中最后一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50 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

局嘉兴路派出所飘鹰居委社区责任民警陈

梁顺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家长的求助。

他因为帮助小鹏重拾学业、考上市重点高

中而突然成为“网红民警 ”。求助短信、微

信、电话此起彼伏，还有不少是外地家长。

“我接触到的游戏少年，基本都想做

电 竞 主 播 。” 陈 梁 顺 接 到 的 第 一 个 案 例 ，

就是绝食 50 个小时的小鹏。据小鹏的父

亲桂先生反映，疫情期间上网课，孩子在

电 脑 上 开 “ 小 窗 ” 玩 游 戏 ， 家 里 给 他 断

网，他就破解邻居家的 WiFi 密码，继续

玩游戏。

想做游戏主播，有时成了这类青少年

为了打游戏而找的借口。当家长们对孩子

沉迷游戏、罔顾学业表现出不满甚至愤怒

时，“当一名年入千万元的游戏主播”往

往会成为孩子们打游戏的“最佳梦想”。

为当游戏主播闹绝食

桂 先 生 告 诉 记 者 ， 整 个 2020 年 寒 假

期间，小鹏几乎没写过一个字，没看过一

本书，天天都在打游戏。而他的梦想，就

是拿着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去当一名游戏主

播。“说是厉害的主播一年可以挣 1000 万

元 ， 根 本 不 需 要 大 学 文 凭 。”桂 先 生 说 ，

小鹏曾反复劝父母，现在十几岁是手速最

快的时候，错过这个点，他就没法做游戏

主播了。

民警陈梁顺介入，是桂先生拨打 110
报警的结果。当时，小鹏已经因为与父母

意见不合不吃不喝 50 个小时了。

“我自己也玩游戏，所以就跟他聊聊

游戏。”陈梁顺告诉记者，他成为民警后

还参加过 《皇室战争》 的职业比赛，打到

了线上全国 32 强的好成绩，但他最后输

给了一名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这个例

子就能充分说明，玩游戏不是只有初中文

化水平就行了的”。

桂先生手上有一本记录了陈梁顺每次

上 门 时 间 的 日 历 ， 日 历 显 示 ， 小 鹏 2020
年中考前的几个月，陈梁顺上门劝导了小

鹏 40 多次。每一次，陈梁顺几乎都在向

孩子传递一个信息——不论将来从事什么

职业，先拿一张大学文凭再说。

“ 很 多 孩 子 ， 被 网 上 舆 论 给 麻 痹 了 。

各种网络媒体总是报道电竞主播能挣多少

高薪，却从来不说，这种玩玩游戏、聊聊

天就能挣钱的行业到底背后有多少人是在

金字塔底部铺路。”陈梁顺告诉记者，自

己后来接触到的游戏少年中，还有女生，

“觉得自己长得好看，还会玩游戏，就能

挣钱了”。

他说，一部分游戏少年智商很高。以

小 鹏 为 例 ， 他 在 中 考 前 夕 “ 迷 途 知 返 ”，

决定重拾学业，考上了市重点高中。高中

最近一次月考，年级排名 220 多名的他跃

升至第 62 名，数学成绩更是拿到了全班

第一。

“ 这 对 他 们 来 说 不 是 不 可 能 。” 陈 梁

顺 最 近 与 数 十 名 游 戏 少 年 及 其 家 长 接 触

后 发 现 ， 就 这 群 高 智 商 、 低 社 会 认 知 度

的 青 少 年 而 言 ， 他 们 或 许 最 缺 一 门 “ 主

播劝退课程”。

以为是来打游戏的，没想
到还要“上班”

电竞综合运营商英雄体育 VSPN 联合

创始人兼 COO 郑夺，就是一名电竞行业

内的“首席劝退官”。这名毕业于北京大

学的高材生，如今还是中国传媒大学电竞

专业课的客座教授。他开设的“电子竞技

概论”等电竞专业必修课，远远超出了单

纯的“打游戏”本身，而是将方向对准电

竞行业的赛事组织、内容制作、宣传播出

和商业化等核心模块，是在给学生介绍一

个充满未知的“职业发展空间”。

郑 夺 日 常 会 接 到 许 多 朋 友 的 求 助 电

话，“几乎都是孩子沉迷游戏，希望让孩

子来我公司参观，看看电竞公司日常干些

啥的。”他有时候会把公司里的“电竞选

手”叫来给孩子们上课，“告诉他们一天

打 10 个小时以上的游戏是什么感受”。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些家

长 也 在 “ 不 懂 行 ” 的 情 况 下 被 孩 子 “ 忽

悠”了。比如，有的家长会认为自家孩子

“手速”很快，找到郑夺来推荐“未来电

竞选手”。但从专业角度看，日常在人群

中手速快的人也就在 100APM （每分钟鼠

标 键 盘 点 击 次 数）， 而 在 PC 电 竞 时 代 ，

顶 级 职 业 电 竞 选 手 手 速 要 达 到 260-
300APM。“ 直 接 找 到 我 的 朋 友 的 孩 子 ，

拍一段手速视频过来，几乎没有一个能打

职业的。”郑夺说。

由于不懂行，有些家长盲目把孩子送

上了电竞之路，但孩子的电竞梦却很有可

能半途而废。与此同时，这些在手速最佳

年龄段的孩子，也失去了在学习最佳年龄

段里继续求学的机会。

RNG 电子竞技俱乐部英雄联盟战队

负责人阮琛曾向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提过建议——给那些放弃学业从事电竞

工作的青少年一个返校复学的机会。

阮琛告诉记者，电竞业从业者年龄通

常在 14 岁到 25 岁之间，黄金年龄在 15 岁

到 20 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很多人还在

上初中、高中、大学，进入电竞业，就意

味着放弃学业。

电竞业顶尖选手的年收入，是全国知

名篮球、足球运动员的两倍甚至三倍，明

星 选 手 年 收 入 过 亿 元 也 是 “ 正 常 现 象 ”。

“ 很 多 人 觉 得 可 以 把 电 竞 作 为 终 身 职 业 。

但其实这个行业淘汰率特别高。”阮琛介

绍，如果为了电竞放弃学业，年轻人会处

在 “ 特 别 尴 尬 ” 的 境 地 ，“ 即 便 手 速 快

的，训练了半年、一年，发现上不去了，

怎么办？”

去电竞公司工作有没有可能？对此，

郑夺拿出了自家公司的数据——英雄体育

VSPN 平台自 2016 年成立以来，从 7 个人

发展到 1500 人，公司每年招聘 600 人，离

职式淘汰 400 人左右。而这些被“淘汰”

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对电竞行业不

了解而主动离职的，“不少人说，我以为

来电竞公司有很多时间玩游戏，没想到工

作这么忙，于是就离职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 VSPN 工

作 的 员 工 至 少 都 是 本 科 学 历 ，且 以 985、

211 高校为主，其中还不乏香港大学、美国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等 世 界 名 校 的 毕 业 生 。

VSPN 的主播，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

业生为主。

不懂行的家长和孩子，都
在凭各自的想象“鸡同鸭讲”

一个令业内人士担忧的现状是，由于

电竞知识的匮乏和普及率不够，导致电竞

这个“神秘行业”在家长圈里呈现出支持

和反对“两极分化”的态势——有的家长

极力反对孩子从事电竞行业，连什么是电

竞赛事、电竞主播都不知道，纯粹就是粗

暴地不让孩子接触；有的家长则觉得电竞

行业能挣大钱，孩子手速够快，可以辍学

到行业里闯荡。

这两种极端情形，前者直接导致家庭

亲子关系破裂，有的孩子甚至离家出走、

住在网吧或绝食抗议；后者则很容易把孩

子送上“电竞打不成、读书读不成、工作

找不到”的尴尬境地。

据 媒 体 报 道 ， 成 都 一 家 电 竞 教 育 机

构 ， 一 年 招 收 100 多 名 学 员 ， 他 们 多 多

少 少 存 在 厌 学 、 沉 迷 游 戏 等 问 题 。 而 经

过 专 业 培 训 与 各 类 模 拟 比 赛 ， 大 部 分 人

最 后 都 能 认 清 自 己 与 职 业 选 手 的 差 距 ，

回归现实。

“我常常想，如果上星的电视台能多

播出电竞比赛的专业解说、中小学校能开

设电竞职业规划或者介绍类的课程，家长

和学生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盲目了？”郑夺

说，目前电竞赛事的直播多数在一些家长

接触不到的小众平台上，比如 S10 赛事，

一年在网络平台上转播 4000-5000 场，受

众数以亿计，但很多家长却从未接触过这

样的赛事。“因为不懂，家长要么盲目切断

网络，要么盲目同意孩子辍学打比赛。家长

和孩子，都在凭各自的想象聊，鸡同鸭讲。”

社区民警陈梁顺也有类似观点，他告

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能“实力劝退”为玩

游戏而绝食的小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自己“玩游戏、懂游戏”。“每个孩子，我

基 本 都 是 拿 自 己 玩 游 戏 的 经 历 来 劝 退 。”

最近一段时间，他接触到的前来寻求帮助

的 网 游 少 年 家 长 ， 几 乎 都 不 具 备 “ 懂 游

戏”的素质。

陈梁顺认为，孩子玩游戏、沉迷游戏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社

会问题，而这个问题“破题”的关键点就

在于能否让家长和孩子都清楚地知道，电

竞行业是什么、在电竞业工作需要具备什

么样的素质。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下，2020 年 1-3 月，我国

头部游戏直播平台开播主播数呈不断上涨

态势，到 2020 年 3 月达到最高值，开播主

播数为 433.7 万人；但 2020 年 4-6 月开播

主播数逐步回落，6 月头部游戏直播平台

开播主播数为 303.9 万人。

上海骑鲸客文化传播公司创始人王霆

告 诉 记 者 ， 他 的 “ 播 赞 ” 公 益 课 程 “ 劝

退 ” 了 众 多 想 要 做 电 竞 主 播 的 青 少 年 。

“目前已经培训了约 300 人。很多年轻人

不知道，看上去简单的直播带货、电竞直

播，背后细节太多。他们盲目入行，却没

做好思想准备。”

最近几天，王霆的课程又收到了一些

电竞少年的报名申请，他打算为他们定制

一个为期一周、每天都打 12 个小时以上

游戏的培训班，“请专门的选手来给他训

练训练，拉拉手速、体能，看他们还想不

想继续当游戏主播了”。

王霆说，有的青少年连话都不能流利

地说清楚，就盲目地认为自己可以靠做游

戏主播挣钱，“我得给他们怼回去，先把

学习搞好了、舌头捋利索了，再谈其他”。

想做年入千万元游戏主播？先来一节劝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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