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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相亲成功率可能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

一，能配对成功并步入婚姻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在

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儿子寻偶的张某告诉笔者。

与低成功率相互矛盾的是，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

人气十分旺盛。一到周末这里就会挤满老人，如果

恰逢节假日更是摩肩接踵，这些老人自带干粮，摆摊

设点，为其儿女来寻找良媳或佳婿。学者孙沛东将

此现象称作“白发相亲”，即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

姻代理方式，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

的择偶模式①。这些老人们日复一日，有的甚至年复

一年前来摆摊，相亲角这一低成功率与高人气的悖

论引起了笔者兴趣。

已有研究认为，相亲角的低成功率主要由于两

代人婚恋观念存在巨大差异②，老人为子女择偶时更

青睐年轻、容貌姣好的女性以及收入高、学历高的男

性③，这种保守的择偶观与新生代的要求存在差异。

同时，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高人气揭示出都市个

体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后的发展与现状④，具有其独特

的地方性和区域化色彩。“白发相亲”这种中国特有

的相亲行为，是现代多元价值体系促使婚姻观念变

迁下，父母们的无奈之举⑤，也是大众在社会主义转

型时期借以排泄焦虑的手段⑥，成为两代人沟通的新

通道⑦。

现有研究对相亲角的关注落脚点大多是“婚恋”

或“代际关系”，属于社会学问题，很少涉及人际互动

中所使用的媒介因素，或从传播学角度深入分析“白

发相亲”现象。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
为要从社会行动、媒介制度、实践场域和历史脉络等

多种维度中，对社会生活开展一种总体性研究⑧。当

下媒介化已触及社会各个维度⑨，笔者发现，手机成

为老人们在相亲角的必备互动工具，新媒介技术更

是融入了“白发相亲”的整个过程。因此，笔者试图

相亲角还是会友场?三重勾连的

交织与时间场景的纳入
——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考察

乔丽娟

【摘 要】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白发相亲”模式配对率极低，但老人们仍旧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

的在此聚集摆摊，这一悖论引起了笔者兴趣。论文从媒介角度出发，以“三重勾连”理论为基本框架，探索相亲

角中媒介勾连的不同面向和背后的社会内涵。在场景勾连层面纳入了时间维度，以进一步发现主体媒介使用

时的流动性实践和由此产生的新的意义勾连。研究发现，物品层面，相亲角形成多元媒介矩阵，智能手机的技

术可供性渗入“白发相亲”过程；文本层面，相亲角微信群聊勾连了老人个体与同辈群体，线上线下的勾连形成

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结；时空场景层面，老人们在相亲角开辟了临时性郊区，并获得了新的时间感。相亲角新时

空场景的建构，体现出代际间时间结构的不平衡勾连，是老一代承受社会变迁和现代文化挤压后，从群体内部

寻找情感支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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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介角度入手，以媒介技术的“三重勾连”(triple
articulation)理论考察媒介在相亲角的角色、老人们

通过媒介互动展开的生活实践等。在此基础上，本

文试图分析媒介技术对社会关系和情感结构带来的

变迁影响，把握个人感悟、社会实践以及都市文化的

关系，即采取“‘从村落看村外’和‘从村外看村落’的

学术视野”⑩。

一、文献综述

(一)双重勾连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三重勾连理论由双重勾连理论(double articula⁃
tion)发展而来，“双重勾连”概念来源于语言学家安

德鲁·马丁内特(Andre Martinet)的自然语言分析。

他认为，当说话者想表达某种经验时，需要使用组成

语句的单元——语素，然而如果说话者不能从口中

发出与语素一致的声音，即音素，那么听者仍然理解

不了说话者的话语意图。语素与音素的双重勾连组

成完整的语言。罗杰·西尔弗斯通 (Roger Silver⁃
stone)将“双重勾连”概念从语言学挪用到媒介研究

中，但媒介领域“双重勾连”的理论意涵却来源于驯

化理论(domestication)。
驯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西尔弗斯通是

最早公开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用驯化来隐喻媒介

产品从市场进入家庭后，使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

产品进行安排，赋予其独特意义，从而使其成为家庭

生活的一部分。西尔弗斯通用“双重勾连”来概括

驯化过程，探讨媒介技术如何从物质和符号两个层

面连接到家庭生活中去。一方面，驯化过程凸显出

媒介技术作为物品的物质性意义。新的媒介会被

摆放至家庭的某处物理空间，影响整个家居的呈

现。人们将新媒介技术的使用时间融入日常安排，

体现出媒介作为物品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

驯化过程也强调媒介技术的文本符号意义。新媒

介技术的使用与内容观看，会改变家庭具体的认知、

价值观和审美观等，使用者实践技术的个人意义也

会反作用于家庭外在的社会结构。驯化理论的最

大贡献就是将媒介作为文本的维度和作为物品的

维度结合起来，驯化理论正式承认了媒介的双重

意义勾连。

具体来看，媒介技术的第一层勾连指技术物品

的生产、营销和实践，研究对象包括作为物质实体的

电视、录音机、电脑等。第二层勾连指媒介符号文本

的接收与解释，研究对象包括节目、题材、广播议程

等，也包括“观看座位如何设置，和谁一起观看，谁可

以选择节目，在观看时讨论什么内容”等。西尔弗

斯通以电视进入家庭生活为例对该理论进行阐释：

“电视作为一个物品，被购买并且融入到家庭文化

中，被放置在家庭的公共和私人场所中。作为一种

媒介，电视通过节目的内容和结构，把家庭成员带入

到一个分享意义的公共领域中。”因此，电视的意

义，指的是电视作为文本和技术的双重意义。媒介

物质层面的消费将个体留在私人空间，而媒介的“文

本符号”可以让个体与世界、本土和全球相连接。

然而双重勾连理论的实际运用却异常艰难，受

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首先，双重勾连理论研

究总是无法兼顾物质与文本层面。索尼娅·利文斯

通(Sonia Livingstone)认为双重勾连理论好像陷入传

播陷阱中，重视一个勾连层面就会忽视另一个。萨

拉·李(Sarah Lee)甚至宣称不存在双重勾连，比如网

吧的电脑并不被视为“我的”物品，她只发现了第二

层勾连，即通过电脑进行的交流体验；此外，双重勾

连理论忽视了媒介消费时的场景。英国学者玛伦·

哈特曼(Maren Hartmann)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既分析

线下的场景使用，又不忽略线上世界的符号丰富性，

从文本到场景，再从场景到文本。尤其在网络媒体

时代，人们可以在多样化的场景中运用多元化的媒

介产品消费相同的内容，媒介物品已脱离了特定消

费场景。有学者提出场景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勾连

层面，引发了对三重勾连理论的思考。

(二)三重勾连理论与时间场景的纳入

萨马拉吉瓦(Rohan Samarajiva)曾指出，有必要将

媒介技术的勾连区分为三个层面，包括媒介物品、媒

介使用的符号环境和“程序性”信息。哈特曼在吸

取了双重勾连理论以及萨马拉吉瓦想法的基础上，

提出三重勾连理论，包括作为物品的媒介(objects)、
作为文本的媒介 (texts)和作为场景的媒介 (con⁃
texts)。这里新加入的“场景”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媒

介和社会生活相互融合并嵌入的时空，通过行动者

的私人实践以及网络关系被建构和重构。三重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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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主要关注使用何种媒介、媒介显示何种内容、何

种场景使用媒介。有趣的是，三重勾连理论关注的

三个层面与卡茨(Elihu Katz)等学者提出的受众媒介

使用的满足来源：媒介信息的内容、媒介本身的接

触、媒介接触的社会环境，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库尔图瓦(Cedric Courtois)等学者首次将三重勾

连从理论层面运用到实际研究层面，分析了青少年

在媒介消费中作为物品的媒介(电视或电脑)、文本的

媒介(歌词，游戏，视频)和作为场景的媒介(卧室或客

厅)的意义。研究发现青少年喜欢在卧室私人空间

玩电子游戏，以避免来自其他家庭成员的打扰，强调

场景在影响媒介使用和内容消费方面有重要作

用。拥有多元化媒介的家庭被证明存在更复杂的

勾连模式，其中每一种勾连都具有单独的意义。还

有学者发现，涉及多种媒介产品、媒介内容和场景勾

连的媒介实践，已经成为当代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以及私人或公共空

间中，青年的媒介物品使用、内容消费和场景转换，

正不断进行着意义生产。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多运用勾连理论阐释乡村

或少数民族地区新媒介的使用和传播现象。通过对

普米族乡村年轻人微信使用的民族志考察，发现微

信使得村落内部和外部实现更为多元的互动，个体

和族群的价值观念相互融合。而乡村社会和媒介

呈现出复杂勾连的态势：科技物品层面智能手机受

双重驱动，符号文本层面村民内容消费呈现出家庭

分工模式差异，空间场景层面形成了农业生产“不在

场的空间”等。疫情期间，乡村青年利用短视频沟

通互动，创造出新的地理空间，勾连出媒介、人与环

境三者的共生关系。

国内三重勾连理论研究多将第三层面的“场景”

勾连，理解为空间意义上的场景，例如家庭的卧室与

客厅、村落的内部与外部，由独特地理空间创造的公

域与私域、虚拟与现实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哈

特曼认为三重勾连理论的场景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宏观场景指变化缓慢的历史和社会场景(his⁃
torical，societal context)，而微观场景指即刻的社会空

间场景(immediate social spacial context)。“历史的”

或“即刻的”本身就包含时间场景在内。库尔图瓦等

学者也提出，三重勾连理论深描了媒介如何被嵌入

时间和空间之中。之后的学者在分析运用三重勾

连理论时，也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时间场景，探讨时间

与物质媒介、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互动过程。

一方面，媒介物品使用、媒介内容消费与空间场

景选择，深受时间场景的影响。不同媒介的使用时

间具有固定性。例如一些人习惯每天早晨喝完咖

啡、抽完烟，确定醒神后，才开始查看邮箱信息。很

多父母在晚上处理完家庭琐事和照顾孩子入睡后，

才会使用媒介浏览新闻。而人们最常在晚饭后与

家人看电视，将晚上作为放松时间。睡觉前的时间

则成为一种专注或亲密时间，人们一般使用私人化

的媒介，如手机等。

另一方面，媒介可以建构新的时间场景。例如，

家庭成员在晚饭后一起在沙发上看电视，影响到人

们对意义的重新感知，建构了一种亲密时间场景。

而电视可以通过节目表，广播通过叙述方式来建构

时间感知。西尔弗斯通认为：“肥皂剧、天气预报、新

闻，这些加在一起，就把一年以小时、天数和星期结

构起来了。”家庭的日常生活也经常根据电视时间

来安排，例如在看完某电视节目后洗澡，“孩子们上

床的时间被定为《草原小屋》播出后”。利文斯通发

现，《广播时代》(The Radio Times)的节目安排和家庭

成员的时间表相互嵌合，形成“家庭时间”、“我的时

间”甚至“国家时间”。

这些研究虽然将时间作为媒介物品选择、内容

消费和场景定位时的影响因素，但并未将时间单独

列出，将其放在与空间并置的重要位置。事实上，时

间会对媒介消费产生很大影响，英国文化学者戴

维·莫利(David Morley)也认为，只有把媒介放入时空

的语境中，才可以注意到并理解媒介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时间不仅是历史定位的概念符号，还是“一

种勾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媒介”，也是“研

究社会变迁的基本维度”。哈特曼指出，需要在勾

连理论研究中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新，需要挖

掘在之前勾连理论研究中被忽略或没有受到充分关

注的维度。因此，本文尝试将时间维度纳入“三重

勾连”理论，将第三层面的场景勾连拓展为两个维

度，从横向上拓展为空间场景，从纵向上拓展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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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时间视角的纳入可以帮助更全面地分析媒

介、行动者与社会间的互动关联，进一步理解主体媒

介使用时的流动性实践和由此产生的新的勾连意

义，为本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讨论空间。

二、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三重勾连”理论为指导，将相亲角中老

人们的物质媒介实践、创造的符号文本和对应的时

空场景纳入考察范畴，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如下：

(一)研究问题

1.科技物品勾连层面，相亲角的老人如何将新

媒介技术编织到“白发相亲”的过程中去?
2.符号文本勾连层面，相亲角的老人如何利用媒

介创造文本内容，从而开展生活实践、拓展社会关系?
3.时空场景勾连层面，相亲角本身作为空间和

时间场景的媒介，对于聚集此地的老人有何新的社

会意义?
4.三个层面的勾连如何交织互动?相亲角老人

们的媒介实践、意义生产与都市文化、社会结构之间

体现了怎样复杂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和线上参与观察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

1.实地调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形式。

从2020年12月5日至2021年1月24日，笔者在上海

市人民公园相亲角进行实地调查，获得直接体验和

一手资料。另外，笔者于2022年10月1日到10月22
日再次前往相亲角，做了补充性调查和访问。通过

认识来自山东为其女儿相亲的李女士和为其儿子相

亲的上海张某，与其接触、聊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参

与式活动后，用滚雪球抽样法确定访谈对象如下。

深度访谈共 12人，父母为主，子女为辅，男性 7
人，女性 5 人。每位受访者接受访谈的时间约为

40-50分钟，通过面访或是微信语音的方式进行，在

被访者同意的条件下进行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

通过整理录音，将有意义的访谈文字全部摘录下来，

共得到23259字的采访资料。

除了深度访谈，笔者还对相亲角的老人进行了

问卷调查，以更清晰地了解相亲角老人群体的媒介

使用图景，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0份。问卷问题涉及

在相亲角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使用目的、通过媒介

进行的交流与线下活动情况等，对全部问卷数据进

图1 三重勾连的概念图

表1 访谈对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姓氏

李某某

赵某

谢某某

洪某

张某

李某某

刘某某

朱某某

吴某

张某

孙某某

王某

性别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年龄

57
61
33
58
65
65
68
61
24
57
65
67

职业

纺织厂工人(退休前)
农民

外企员工

教师(退休前)
机床工人(退休前)
工程师(退休前)

地震局工程师(退休前)
家具店老板

幼儿园老师

小商品市场老板

注册会计师(退休前)
公务员(退休前)

户籍

山东

河南

浙江

江西

上海

河南

山东

武汉

上海

浙江

山东

上海

访谈时间

2020年12月12日 2022年10月22日
2020年12月13日

2020年12月19日 2022年10月15日
2020年12月19日 2022年10月16日

2020年12月20日
2020年12月26日 2022年10月15日
2020年12月26日 2022年10月22日
2021年1月2日 2022年10月16日

2021年1月3日
2021年1月9日
2021年1月17日
2021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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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单变量的分类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接受问卷调查

的对象中，男性占 54％，女性占 46％；51-60岁的占

20％，60岁及以上的占 80％。这些老人受教育程度

较高：小学及以下占 8％；中学占 32％；大学专科占

40％；大学本科占1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6％。

2.线上参与观察。哈特曼认为，在运用三重勾

连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只进行访谈是不充分的，需

要与研究对象不断的进行接触并参与到日常生活之

中。2020年 12月 9日，通过结识山东刘某某，笔者

进入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基础建立的微信群，

名为“知音联盟”，群成员为相亲角的老人及其儿

女。加入后笔者保持“潜水”状态，观察收集信息，截

止到2022年3月30日，将微信群聊内容全部导出，包

括话语文本、信息发布者、发布时间等。

三、研究结论

(一)第一重勾连：媒介物品的示意与传情

1.以物示意：多元媒介矩阵

勾连理论认为媒介是物质的客体，拥有具体的

美学和功能特性，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物质媒介

丰富多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老人们面前摆放的写

有相亲信息的纸牌。这些纸牌或直接放在地上，或

放在盒子上，或用夹子固定在手推车上。笔者 2017
年时曾来过此地，当时相亲角摆放的是五颜六色的

雨伞，成为人民公园一景。山东李女士退休前是一

名纺织厂工人，为女儿来相亲：“之前用伞代表俩人

风雨同舟，无论幸福还是苦难，都共撑一把伞。今年

(2020年)因为疫情相亲角停了一段时间，疫情好了以

后来的人越来越多，纸牌占地小，可以放更多。”68岁
的山东刘某某退休前是地震局的工程师，为了给儿

子寻找人生伴侣，已经来相亲角摆摊四年：“相亲角

规模最大时，简直就是风雨不透，之前还有因为争地

方拿小板凳把头砸破的。2020年放成纸牌了，这样

同样的地方就可以来更多人。”

人们对不同媒介使用的差异，首先取决于媒介

的物质属性，即该物体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发挥某种

效能的特征。物质属性层面，雨伞颜色明丽，对感

官的刺激性更强，但占用空间大；单纯的纸牌信息更

简单明了，重视符号效果，占用空间小。其次，媒介

实践还勾连了具体的社会场景，本身受其所在地理

环境的制约，还应考虑社会文化脉络的影响。疫情

后，越来越多的人群和日益拥挤的空间促使老人

们将雨伞替换为纸牌，以最传统的方式传递信息，

使未到场的子女以另一种方式再现，形成新的“都

市景观”。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认为媒介包含了

“物质技术、文本符码、身体面容等”。相亲角中老

人们的衣着仪态也是一种媒介，“包含了一整套身体

技术和工具系统并承载着大量含义和社会价值”，

决定了他们能否为子女“招揽”来“潜在亲家”。从上

海市政府退休的王某对自己的穿衣格外考究，基本

上每一次笔者去相亲角，他的着装都不同。从 2020
年 12月初的灰色大衣、2021年 1月天气渐冷时的黑

色皮衣，到 2022年 10月中旬的白色西服，都显示出

其品味气质，暗示了其社会阶层。不同于其他父母

摆摊等候询问，这位老人会用美声唱歌来吸引他人，

果不其然，出自对“有其父必有其子”传统观念的解

读，他的身边经常会围绕很多老人上前询问。

相亲角不仅渗透着传统的“以物示意”的纸牌等

传播媒介，又聚合了现代性的如手机等电子媒介，既

有依赖视觉的如着装等信号媒介，又有如公园广播

等侧重听觉的媒介。它们彼此嵌合，形成媒介矩阵，

其示意的信息相互勾连，宛若“柔和、轻巧、自在发生

的婚礼圆舞”，不断开启着意义的生产过程。在这

样的“圆舞”中，智能手机是当之无愧的“领舞者”，它

渗透进“白发相亲”的整个流程，以媒介逻辑改变着

传统的相亲场景和情感结构。

2.以“媒”为“媒”：智能手机的渗透

科技物品的生产、营销以及使用构成了第一重

勾连的意义。相亲角的老人基本上人手一部智能

手机，他们通过微信联系合意的“亲家”，用手机相册

展示子女照片，还在摆摊期间通过手机浏览新闻。

在观察期间，上海本地老人张某起初使用只能发信

息、打电话的老人机，如果遇到中意人选，会用笔在

小本子上记下对方手机号码。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人

询问微信，张某后来也购买了智能手机，以便用更加

快捷的方式互发子女照片和资料。媒介的“可供性”

(affordances)概念指的是技术物品为人类提供的行动

可能性。智能手机诸如移动性、互动性、多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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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可供性，使其在相亲角得以推广并流行。

在智能手机诸多的应用中，微信以其超强的社

交性、操作的便捷性和准入的低门槛，成为老人们最

频繁使用的社交软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4％的

老人选择添加有意人选的微信，26％的老人选择留

手机号码，他们更加看重微信的灵活性、可编辑性。

老人间互加微信后，会将子女的资料发给对方，若子

女满意，则进入到真正的主角相亲阶段，双方子女互

加微信聊天，衡量对方是否合适。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认为勾连就是将两个不同的主体通过某

种方式聚合为统一体，从而生成新的意义。微信这

一新媒介技术，宛若一位“媒人”，勾连了相亲双方的

老人与子女，形成一个独特的信息交流空间。

电视给家庭带来的信息，不仅包括它所传送的

画面内容，而且包括由它生成的新的感知模式、价值

观念、家庭关系等。老人们以微信为“媒人”替子女

相亲，也构造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和情感体验。相

亲角的很多老人都会批量化添加微信供子女挑选，

而子女也会同时加几个人的微信去了解。山东刘某

某称：“我每次来都会加很多微信回去让孩子看，差

不多一天加 7到 10个，有时候赶上节假日可以加 20
多个。合适就聊，聊不好就不处，不耽误时间。”微信

可以让双方在短时间内交换信息，看似老人们得到

了更多高效选择，可青年男女也失去了探索对方的

欲望，造成审美距离的消逝。同时微信追求效率的

媒介逻辑，产生了快速相遇快速离别的交往方式，呈

现出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描绘的“转

瞬即逝的恋爱液态化趋势”。也许这正是相亲角配

对成功率低的原因之一，但老人们依旧乐此不疲地

来此摆摊，还以其为基础建立了微信群，实现了个体

与群体、线上与线下的勾连。

(二)第二重勾连：文本的沟通与社会联结的建立

1.老人个体与同辈群体的勾连

文本拥有自己的结构，文本内部存在重要的机

制，暗含某种意义。分析相亲角中老人的媒介实

践，不能忽视其媒介使用时所输出的文本内容，及其

背后的动机和意义。笔者加入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微

信群名为“知音联盟”，创建于2020年4月，有228人，

群成员为相亲角的老人及其子女。“知音联盟”的群

主是山东刘某某：“我来这里为儿子相亲四年了，在

相亲角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想着自己也建一个微信

群，方便和认识的人交流，后来群规模越来越大。”有

趣的是，该群名义上为相亲群，可青年男女却很少在

群里发言，反而老人们会频繁互动，周六日的群消息

有时可达几百条。几乎每天早上都有老人在群里发

早安或励志话语，随后就会得到其他人的回应。

不忘初心：早上好，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

进，每天为之奋斗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生活!
踏遍青山解螺旋：幸福在奋斗的路上，劳动就是

幸福。

乐虹：什么是幸福，就是降低欲望，知足常乐，经

常怀感恩之心。(2021年1月18日)
“仪式”是一种“组织化的象征活动，用以界定和

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

意味”，具有重复性、程式化、象征性等特征。在相

亲角微信群里，早安问候成为一种日常仪式化行为，

通过发送颜色艳丽的早安表情包、一段励志祝福话

语，开启新一天的群聊，完成仪式实践。老人们在每

天的早安问候打卡中，日积月累形成了实践惯习，培

养起对这一群体的归属感。而对于没有在群内参与

讨论的老人来说，每日的早安问候仪式也会使其感

受到自己和他人的连接，获得陪伴感。

除了每天早上的问候打卡，老人们在群内的聊

天主题包罗万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相亲角的老

年群体普遍学历较高，国内国际的热点新闻成为他

们在群里经常讨论的话题。2021年1月23日，“空军

雪原飞鸿”转发链接“通报新变化：只提地点不提

人”，“抗疫联盟”问道：“保护患者隐私啥时候能立

法，接轨国际?”2022年3月21日，“踏遍青山解螺旋”

分享链接“3次申请中科院院士被拒，后成美国科学

院院士”，并感叹中国如何留住人才?“勾连”是媒介

使用者能动性的表现，体现出主体的生活追求和价

值观念，甚至可以反映其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

等。老人们对时事热点讨论的文本、叙事，是一种

主动的社会参与过程，由此将个体与同辈群体相连

接，将自我表达与公共意义体系相连接。

此外，河南李某某告诉笔者：“我们会相互分享

一些觉得感触比较深的故事和音乐”，例如董文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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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亲》音乐链接、1983年春晚姜昆说相声的图片、

梁晓声《人世间》的原著链接等。媒介为同代人提供

了分享“一代人记忆与经验”的平台，增强了“我们”

的感觉以及共同文化身份的体验。由于同辈老人

群体间有着相似的经历感悟，基于共享记忆的内容

分享易在群内获得认同。总体来看，相亲角微信群

聊勾连了个体与群体，成为老人间的一种互动载体

和交往方式。从早安问候仪式到热点感悟分享，从

共通的互动符号到细微的情感共鸣，“使个体意识到

自我与他人同在，自己并非一座孤立的岛屿”。

2.随迁老人线上和线下的勾连

除了线上互动，相亲角的老人们还存在通过微

信线上组织、线下互动的交流模式，而这一模式尤其

在随迁老人群体中较为凸显。相亲角有很多老人因

为子女在上海工作，“为了与子女团聚或帮助打理生

活，随之迁入城市，成了随迁老人。”问卷调查的结

果表明，籍贯即是否是上海本地人，对在线上聊多元

化话题、进行线下活动和发展为好友呈中度相关性，

而教育程度和性别与上诉三者不相关。也就是说，

随迁老人比上海本地老人更倾向于通过微信发展线

下活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

江西人洪某说，她在相亲角结识了几位来自江

西赣州、吉安等地的老乡，添加了微信，并组建了“江

西人在相亲角”的微信“小群”。偶尔有人因有事不

能前往相亲角，会在微信里告知，让其他人帮忙留意

合适人选。更多时候，他们在微信上相约一起去相

亲角摆摊，摊位紧挨彼此，以方便闲聊。像这样同乡

聚集型的摆摊方式并不是个例，笔者发现相亲角很

自然的形成了以地域为单位的聚集摆摊方式，有东

北区、江浙区、山东区等。随迁老人在迁入异地的过

程中，过往的社会资本会发生断裂。而相亲角成为

随迁老人在上海建立新关系的一处接口，在这里他

们找到了随迁老乡，通过微信彼此倾诉，聚集摆摊进

行交流。这样的互动，拓展了随迁老人在陌生他乡

的人际关系网络，一定程度减少了对上海的陌生感

和疏离感。

除了用微信组织起相亲角各地“老乡会”，在“白

发相亲”的随迁老人中，还有一些案例是子女没有结

成姻缘，反而老人们通过线上频繁互动、线下经常交

流，逐渐发展成为好友。河南李某某退休之前是工

程师，给他的外甥找女朋友：“我外甥和一个女孩刚

开始两人都没有意见，双方父母交往也很紧密。后

来两人分手了，我们老人还有联系。父母人是很好

的，子女不成也是朋友。她妈妈要回家了，我会开车

送，过节会发微信问候，有时还会把家乡特产带给他

们吃。”山东刘某某告诉笔者：“双方老人聊得来会成

为朋友，别管子女成没有，家长交流还是开心的。和

我一起摆摊的是一名退休法官，俩人很聊得来，而且

都喜欢旅游，我们还一起去过外高桥镇，那里有清朝

留下来的房子，我觉得很有意义。”

无论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老乡沟通，还是以志趣

为缘分的新友结识，微信聊天都将线上和线下相互

勾连，两者发挥着“互补功能”。一方面，老人们在

微信的情感交流往往促成线下互动，并使之更加

紧密和稳定。另一方面，微信聊天越来越具有“折

射”特征，映射出现实中相亲角的人际关系。相亲

角的随迁老人通过“线下结识——线上交流——

线下巩固”和“线上结识——线下会面——线上巩

固”的关系建构路径，获得了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结和

支持网络。

(三)第三重勾连：新时空场景的构建

1.空间开辟：都市一角与临时郊区的勾连

空间好像无声的语言，可以传递深刻的意涵。

作为空间实体的相亲角，本身又可以被视为媒介，

“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即使今

天没有给孩子找到合适的朋友，我也可以和这儿的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2 籍贯与聊天、线下活动与发展好友的相关性

皮尔逊相关性

Sig.(双尾)
个案数

是否会聊相亲以外话题

.478**
0
50

是否会进行线下活动

.521**
0
50

是否会发展为好友

.459**
0.001
50

··7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文 化 研究 2023.10

老人聊聊天，要不太无聊了呀，你不知道退休以后自

己有多无聊呀!”上海人张某来相亲角将近四年多，

有时自己摆摊，有时索性就在相亲角闲逛，看看有什

么新来的人和新鲜的事。张某还与其他几位相亲角

“常驻”老人自发结成联盟，一起围攻撵走提供虚假

信息、企图“骗财骗色”之人，维持相亲角秩序。在这

里，老人们谈论着子女的工作与生活、自己退休以后

的境况和感想，扎堆观看新出现的相亲者，很多之前

的陌生人变成了熟人，摆摊时看到对方都会热情的

打招呼。哈特曼认为“场景”意味着主体在媒介实践

或社会行动时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交往环境或公共

空间，从此角度看，相亲角已然成为老人们在上海

市中心开辟出来的临时性郊区。

在我国郊区或村落通常存在一些公共场所，诸

如茶馆、老树底下或空敞处等，人们经常在饭后聚

集到此，话家常，聊农事，谈新闻或论国事。人民公

园相亲角就类似于这样一个郊区空间，地处上海繁

华商业圈内，北邻南京西路，南邻上海市人民政府。

公园四周绿树将相亲角层层包裹，形成天然屏障，与

外面的高楼大厦相隔。老人们在此扎堆讨论，形成

了面对面以人为中心的传播网络。洪某说：“甭管找

到找不到对象，在公园有其他老人陪我聊聊天也挺

好。我有时心里堵得慌，和其他父母谈谈，就舒坦多

了。”霍尔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场所，并且在行动

主体有意愿的条件下，勾连才可能产生。由此，相

亲角成为老人社会关系的联结之地，都市一角与郊

区空间在此勾连起来。

也许正是因此，虽然此前的研究与笔者的访谈

资料均表明，相亲角配对率极低，但老人们依然兴致

勃勃地走进相亲角。作为被上海都市渐渐隐去的失

落一代，老人们在这样的同龄群体聚集空间中找到

了新的倾诉对象、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出生于 20
世纪 50至 60年代的他们，完整经历了中国社会从

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

代的急遽变迁瓦解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熟人社会和

热闹的集体生活。正如大妈们用聚集跳舞的方式

共同反抗孤独，老人们去相亲角或许“醉翁之意不

在酒”，而是将其当做交友场，在断裂中寻找情感和

友伴支持，开辟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待在一

起的可能性空间”。

2.时间重构：代际间时间结构的勾连

吉登斯将社会关系结构的本质理解为时空对称

的地域一致性，即空间上的地域性关联和时间上的

历史性关联在既定的地理边界内是连续和统一

的。观众是媒介场景意义的积极制造者，相亲角

的老人们不仅在空间上开辟出临时性郊区，还通过

媒介实践和社会交往建构出新的时间场景。相亲角

内的很多老人都已退休，没有工作需要忙碌，也没有

儿孙可以照料，平时活动范围狭窄。山东刘某某说：

“我从地震局退休后，现在有大把时间，平时周一到

周五在家里就是忙一些家务，比如买买菜，看看新

闻，挺无聊的，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与工作日的

“熬时间”相反，相亲角内以“媒”为“媒”的实践、密集

的社会交往和丰富的活动意涵，赋予了老人们新的

时间感。

在陪上海张某摆摊时，一位重庆老人过来询问

其儿子情况，两人从子女谈到重庆旅游景点，聊得不

亦乐乎。还有摆摊老人把未织好的毛衣带到相亲

角，向旁边老姐妹请教接线针法；有参加老年合唱团

而把乐谱带来，接受懂行老人指点的；甚至有一对夫

妻，携带小音箱和麦克风，在摆摊期间放声歌唱，偶

尔有其他老人加入并随乐起舞。相亲角之外，都市

路人行色匆匆、避免交流，而相亲角内，老人们漫步

游走，驻足搭讪，有的载歌载舞。直到天色全黑，纸

牌信息已看不到了，老人们才相互告别，逐渐散去。

“特定的社会时间只有在特定空间中才能够被生产

和再生产”。相亲角内的交谈欢笑和乐声歌声，使

老人们对时间的长短和流逝速度的主观感受产生变

化，这时的他们与平日单调生活的“熬时间”场景脱

钩，转而勾连的是具有生活关怀和情感意义的新时

间场景。

但从另个一角度看，为何老人们要在相亲角寻

找新的时间感并开辟新的意义空间?这实质上反映

了相亲角老人们所获社会支持的不足和情感陪伴的

缺失，也体现出代际间不平衡的时间勾连模式，即亲

代对子代的时间勾连厚重而浓烈，而子代对亲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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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勾连却脆弱而稀薄。正如霍尔所言，勾连可以

被理解为社会形构过程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在权力场

域中的较量，勾连过程中主体力量并不均衡。一

方面，“白发相亲”其实是老人们期望用自己的时间，

填补子女们被挤压的社交时间，以给其提供更多的

交友机会。朱某某表示：“我儿子是软件工程师，平

时太忙，周末就想休息，睡到10点多才起床。他没有

时间找朋友，平时圈子又小，只有我来替他相亲了。”

在相亲角，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除了择

偶，父母们对其成长、教育、工作也都投入了大量的

时间和心血。

另一方面，面对亲代的时间付出，子代却无力偿

还，很多时候父母成为守在子女身边的“空巢老

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行着经济、社会和文化

转型，而这样高度的“时空压缩”进程与计划生育的

人口政策对个体与家庭产生了叠加效应。再加上媒

介时代的永久链接打破了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区

隔，剥夺了青年可以自主支配的个体时间，综合起

来形塑了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不平衡的时间

勾连模式。33岁的谢某感叹：“我经常加班，不敢请

假，怕影响晋升，想多花时间陪我妈，真是有心无

力。”从学历、职业情况看，白发相亲的老人大部分

属于中产阶层，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对子女物质养

老的需求，而更强调情感陪伴，这与子代有限的时间

付出形成张力。

时间里的各种冲突都已平面化、空间化。子女

陪伴时间的减少、代际沟通的困境以及都市邻里关

系的淡漠等因素，使老人们渴望找到一个可以被倾

听理解，获得情感慰藉的地方。而同辈群体聚集的

相亲角恰恰是这样的所在之处，相仿的年龄、相似的

角色、类似的人生处境以及对子女婚姻相同的担忧，

都使相亲角成为老人们的天然交友场，让他们可以

从群体内部获得精神支持，实现情感交流。表面上

看，“白发相亲”的时间填补暂时缓解了年轻人的恋

爱社交需求，而相亲角新的时空场景也一定程度上

给予了老人们情感慰藉。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奈选

择，代际间不平衡的时间勾连问题，仍未得到真正的

协调和解决。

四、结论和讨论

库尔图瓦曾对三重勾连理论的发展做出展望：

“我们坚信未来的研究，可以挖掘到更广阔的经验，

看到更多变换的图景，而不仅仅是对三重勾连理论

的经验性运用。”本文将时间维度纳入三重勾连理

论，试图通过分析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中作为物品、

文本和时空场景媒介的不同勾连面向，发现媒介生

活实践的新意义和可能性。第一重勾连强调了老人

在相亲角中使用的媒介物质属性。相亲角内部形成

多元媒介矩阵，智能手机渗入“白发相亲”过程中，勾

连了相亲双方的老人与子女；第二重勾连重点分析

相亲角的微信群聊文本，勾连了老人个体与同辈群

体，成为一种互动载体和交往方式，而线上线下的勾

连形成互补，获得了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结；第三重勾

连将空间和时间纳入场景媒介。相亲角在空间上勾

连了与现代化城市短暂分割的郊区，而老人们在相

亲角的媒介实践和社会交往又建构出新的时间场

景。相亲角新时空场景的建构，体现出代际间时间

结构的不平衡勾连，是老一代承受社会变迁和现代

文化挤压后，从群体内部寻找情感支持的结果。

“解除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认为，老年人

会因为以往人际交往的减少，而主动从社会系统中

抽离出来。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老年群体提

供了老龄化的另一幅图景，他们通过媒介实践拓展

社会资本网络，以补偿社会活动范围的缩小，通过有

意义的社会交往赋予的新的时间感，延续生命的意

义。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在

2050年前后达到峰值 4.87亿，占总人口的 34.9％。

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上海相亲角老人们的媒介技术实践过程，为我

们观察中国积极老龄化提供了新视角。

尽管新媒介技术提高了老人们社会交往的能动

性，但是他们的积极老龄化仍然需要社区、城市以及

国家在制度上进行保障。有日本学者指出，“亚洲家

庭主义”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和国家对家庭的支持缺

位。由于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不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也并未完全建立，中国老龄化速度的加

快，使我国社会服务政策以及民生制度安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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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出来。“不仅要给生命以岁月，而且要给岁月以

生命。”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来自都市一角同辈群

体的内部支持，更需要的是子女的情感陪伴，一个可

以被感知、被倾听和被认同的城市文化和在时空上

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老人群

体的媒介使用及其勾连的意义，但没有进行跨地域

的调查比较，相关现象在不同城市是否存在以及其

内在学理?为何“白发相亲”总出现在大中城市这种

“陌生人社会”，而不是县城或乡村等“熟人社会”?
“白发相亲”以及内部老人群体的特殊媒介实践是否

与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文化有关，在不同国别或文化

场域会有何表现?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老年群体

大多是中产阶层，他们对新媒介技术的运用和社会

融入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这一研究样本是否具有特

殊性?相亲角内，老年男性和女性的媒介实践和社交

网络拓展模式有何不同?这些都是研究者未来可以

进一步剖析的主题，分析这个同期群的数字媒介经

验，可以为未来对老年人的数字媒介研究留下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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