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重庆的老陈称，女儿强迫他和老
伴儿住养老院。老陈觉得住养老院吃不好
睡不好，如今想搬出去，却遭到女儿拒绝。

88 岁的老陈和老伴退休工资加起来
有12000元，原来有一栋房子，住进养老院
后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女儿。女儿则表示，
自己是独生子女，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
子，两个老人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一个坐
在轮椅上，她根本照顾不过来。

孩子有权利要求父母住养老院吗？律
师介绍：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陈女士
作为成年子女，不能以自己系独生子女为
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十三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
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
人。老陈和老伴儿有独立的房屋，所以他
可以选择居家养老，女儿不得拒绝。第十
五条规定：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
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
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
构等照料。因为老陈和老伴儿生活不能完
全自理，女儿又无法亲自照料，可以送养老
机构，但是应当征得老人同意，不能强迫。

关于财产如何处置，律师介绍，《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老年人对
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如果老陈想自己决定开支自己的工资，女
儿是无权干涉的，应把工资卡还给父亲。
如果因为陈女士坚持不同意父母回家养
老，老陈还可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把财产
交给第三人，让第三人来抚养自己，但这会
严重影响父女感情，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
要这样做。 （《重庆晚报》）

子女有权要求
父母住养老院吗

随着寒假到来，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
终于又回到父母身边。原以为将是全家团
圆、和谐温馨的画面，不料，心心念念的儿
子放假一回到家，就拿出攒了一学期的臭
袜子让老妈洗，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庆幸的
是，这位老妈没有停留在不满的情绪里，而
是重新划定了娘俩的边界：让儿子自己洗
小件衣服，自行安排假期作息；作为妈妈，
她也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休息与锻炼。娘俩
在各自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再其乐融融
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如今大学生的父母，大多是“70 后”，
他们更加独立和自我，处理和成年子女的
关系时，不是一味妥协迁就、大包大揽，而
是清晰“边界”，分清楚“你的事”“我的
事”。这样不仅能锻炼孩子相应的能力，而
且也让自己不被裹挟，不会因付出过多而
委屈、抱怨。

作为大学生的家长，确实需要弄明白
自己该给孩子哪方面的支持。对于几年后
要步入社会的孩子，家长给予学业、职业、
人际方面的指导，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
另外，假期也是锻炼孩子生活自理能力的
好时机，自理是独立的第一步，有助于孩子
步入社会后建立自信。父母要给孩子更多
空间，让他们学会自己管自己。

总而言之，大学生的家长，要努力成为
孩子的“教练”，而不是“老妈子”。

（《今晚报》）

当“教练”不当“老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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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俊

俗语说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当
我们退了休，年过六十，能够一直陪伴
在我们身边的人，恐怕只有老伴了。经
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彼此扶持了一
生，知冷知热，那时，婚姻关系相对牢
固，谁也离不开谁了。

年轻时，脾气暴躁，火气大，谁都
不肯谦让，也不愿意低头，争强好胜让
两个人都拉不下面子，吵吵闹闹是家
常便饭，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中间闹过
离婚的也不乏其人。尽管日常生活中
磕磕碰碰，但是夫妻情谊依然在。虽说
年龄大了，没有了爱情，只有亲情，但
就是这份亲情让彼此不离不弃，相伴
一生。

我的父母1959年2月结婚，到母
亲 2023 年 12 月去世，他们相依相伴
64个年头。他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一起养育了我们6个子女。其间，吵架
拌嘴是常事。母亲强势，特别有主见，
不愿收拾家务，不爱做饭，却一直掌握
家里的财政大权。父亲为了家庭和谐，
一辈子忍辱负重，虽然脾气倔强，急
躁，有时气得离家出走，但总是拗不过
母亲。

十几年前，他们都已经是70岁的
人了。为了争取经济独立，过上自己喜
欢的生活，父亲竟然和母亲闹起了离
婚，双方证明都开了。要不是我在中间
极力反对、阻止，恐怕老两口当时就散
伙了。之后，父亲感觉委屈，一辈子不
能当家做主，带着自己的工资本悄悄
离家出走过三回，但最终都以失败告
终。母亲在家里的当家地位不可撼动。

父亲和母亲可谓吵吵闹闹一辈
子。2015 年夏天，两个人不知道因为
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父亲手一推，
没想到竟然把母亲推倒在地，母亲腰
部受伤，动弹不得，不能下床。后来经
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才好转起来。
为此，母亲想要离婚，在我们做子女的
劝说下，才罢休。

母亲享年86岁，当时父亲已经92
岁，他们始终相互照顾。吵架，对他们
来说就是在调剂生活，每天不拌拌嘴，
骂对方几句，反而不自在。特别是母
亲，我每次回家看望她，她都会在我耳

边唠唠叨叨，“控诉”父亲的诸多不
是。那时，我和妹妹总是打趣她：“别
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知足吧！扳着
手指头算算，同学、朋友、村民里，有几
个人能和你一样，八十多岁了，还有人
晚上给你挠痒痒、抠背、提尿盆，陪你
说话聊天的。”听到我们的话，母亲忍
不住笑了。

父亲母亲虽然经常吵骂，其实内
心很是恩爱。只要我们给父亲拿吃食，
不论是蛋糕、点心、面包，还是香蕉、苹
果，他总是问我们：“你妈吃了吗？”喊
吃饭也是一样，母亲不上桌，父亲绝不
先吃。看到父亲对母亲关怀有加，我们
这些做子女的都羡慕不已。

人到耄耋之年，仍然有老伴在身
边照料，一起唠嗑，一起散步，一起劳
动，夜晚相拥而眠，难道不是一种幸福
吗？儿女再孝顺，也不能长年累月，日
日陪伴你左右。何况，夫妻间的温存是
儿女永远无法替代的。调查结果显示，
夫妻关系密切友好，有利于健康长寿。

说实话，年轻时一听到父母吵架，
就感觉很是烦恼，恨不得捂上耳朵，与
世隔绝。后来，年岁渐长，听到他们彼
此大声嚷嚷，心里反而觉得很踏实。因
为我知道，他们有力气高声反驳对方，
说明他们身体好着呢！

老伴，是一生最大的财富。善待伴
侣就是善待自己的将来，多一些关心

体贴，少一些责备指责。对方陪你走过
沧桑岁月、人生暗礁，为你生儿育女，
和你一起抚养子女长大成人，一起承
担家庭的苦难，一起面对现实生活的
种种挑战。

无论 Ta 有多么任性，倔强，不讲
理，请多包容；无论多么粗俗，没有教
养，毕竟是你儿女的父亲母亲；无论你
多少次产生过离婚的念头，请一直携
手向前。老了，有个可以说话的人比一
个人孤苦伶仃强。人到老年，还有什么
想不开、看不透的呢！摒弃以前的恩恩
怨怨，学会放下和释怀，能够相伴到老
是一种福气。

老伴，是你人生的最后一笔存款。
当你病了，是Ta在照顾你；当你饿了，
是Ta在给你做饭；当你心情不好时，
是Ta成为你的情感垃圾桶；当你取得
成功时，是Ta和你一起分享庆祝；当
你失意痛苦时，是Ta在安慰你。所以，
在老伴面前委曲求全，并不是一件丢
人的事。相反，你的宽容、忍让会成就
一个美好的家庭。

岁月无声人有缘，人生相伴情在
牵，少年夫妻老来伴。当我们白发苍
苍，牙齿都掉光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
和皱纹，走路颤颤巍巍，腰身弯曲背也
驼了，还有一个人可以和你一起携手
看日升日落，云卷云舒，难道不是一种
幸福吗！

老伴老伴才是一生最大的财富才是一生最大的财富

□许川

有一种婚姻，集合了男女两性最
典型的缺点：回避的男人，自身缺乏沟
通、解决问题、表达爱的能力，遇事蜷
缩起来，不顾另一半；缺爱的女人，没
有爱的能力，因为从小缺失父母的爱，
把丈夫的爱当作补偿，试图索取爱，把
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伴侣身上。

这类型的婚姻发展路径是可以预
测的：妻子总感觉不到被爱，向丈夫不
断索取，向他提很多要求，希望他按照
自己的预期来爱自己，一旦自己不被
满足就会失望、与丈夫争吵；而丈夫不
擅长表达情感，害怕争吵，讨厌被要求
高频的情感回应，只能敷衍、后退、沉
默，这会进一步刺激妻子的焦虑、恐
惧，加剧妻子“不被爱”的感受，导致双

方争吵激烈。
在这个过程中，夫妻双方会把对

方的缺点放大，都觉得这段婚姻糟糕
极了，对方不是适合自己的人。

这类婚姻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创
造爱的能力。

爱的能力，包含三个层面：
自强，而非自怜

妻子在“不被爱”的感觉出现时，
不要用受害者的思维思考问题，否则
会一直自怨自艾，觉得自己不幸福全
是另一半的错。相反，要用自强的心
态思考，不把期待全部寄托在伴侣身
上，而是从自身出发尝试改变。选择
幸福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自爱，而非他爱
一个女人如果有爱自己的力量，

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

上，会自己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
看到自己的内心，变得内心丰盈而充
实，自己填补上内心的空缺。

爱人，而非要求人爱己
当妻子足够爱自己，且能给伴侣

创造爱的感受时，他就愿意来爱你，你
们之间就会形成爱的流动，会做一些
浪漫的事，创造一些感动的细节，彼此
会给伴侣一些自在的空间，你们逐渐
适应了对方的存在，彼此支持、相处时
聊聊天都会觉得很幸福。

这个过程要妻子足够爱自己，然
后才有爱丈夫的能量，丈夫感受到了
爱，反过来也会爱妻子。爱是流动的，
如果你内心没有爱，只靠索求得来，终
不会长久。当你内心变好、变完整时，
自然就有了幸福的能力。

（《中国妇女报》）

缺爱的女方和回避的男方

提升创造爱的能力 改善婚姻体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