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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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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带第三代乃中国国情，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然而任何

事不能极端，尤其小夫妻须根据家庭情况作协调，更不能只顾自

身“潇洒”，把孩子扔给老人就完事。

文友 Z君女儿是 80后，30岁时还不结婚，父母常因焦急与

其产生口角。她的理由是趁年轻玩个够。但父母说我们还没很老，

你成家有了孩子我们可以帮忙带。可无济于事。后来 Z君女儿到

33岁才结婚，因男方单亲，婆婆身体不好，孩子名正言顺就归自己

父母带。这倒也算了，但娃儿一岁多以后，Z君女儿也住到婆家去

了，一周回来一次看看孩子，有时节假日还经常去国内外旅游。老

两口苦不堪言，还听女儿曾说：“我不结婚你们催我，说可帮带孩

子，现在有了孩子给你们带又嫌累！”为了给两老安慰，每月倒是

给不菲的小孩抚养费与“带娃津贴”，但年近古稀的老人如此“吃

重”是金钱可抵消的吗？

Z君平时喜欢去公园练练太极和打打球，目前也都临时放

弃，老伴原先是楼组长，还在街道做志愿者，如今早已力不从心，

两人只得忍着，怎么办呢，自己的女儿！有时他们也发着怨气说，

社会上有人家小辈没经济能力在家“啃老”，我们女儿从某种程度

上不是另一种“啃老”吗？他们自己舒服了，我们被“啃”得筋疲力

尽……

老人喜欢第三代是享受天伦之乐。但随着年龄增长，诸多地

方客观上身不由己，儿女们要体谅父母甘苦。经济上没“啃老”，精

力上也不能“啃老”。当带娃的欢乐注入老人的生活，小辈不宜再

给他们本就不大的空间填满辛劳，否则，他们拥有的必定是“快乐

的烦恼”。

不要另一种“啃老”
费平

    老人是否要带孙辈？我觉得不带为好，因为

老人与第三代之间虽有血缘关系，又有浓厚的

隔代亲情，但老人带了第二代再带第三代，不是

本分，法律也并无规定，这点年轻的爸妈们应该

理解。

我主张老人不带孙辈：一是，老一辈与第二

代有代沟，他们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对各种

事物的理解不同，很容易在某件事情上形成分

歧。我的一个邻居做了阿娘，带了 2岁的孙子，吃

饭时竟然咀嚼后再喂孩子，媳妇说这极容易传染

疾病，她反驳说：“我儿子就是这样喂大的！”为此

婆媳之间产生了隔阂。入秋后，儿子要给孩子添

衣服，阿娘又说：“捂春三，冻八九，让孩子适当冻

一冻，能增加抵抗力。”母子之间又引起不快。因

此，与其为带孩子争争吵吵，各执一词，倒不如不

带。二是，如今很多小爸小妈习惯于“生”而不

“养”，缺乏抚育子女的责任感，放手让他们带孩

子，使他们真正体验一下做父母的辛苦，对开创

小家庭的独立生活也十分有益。国外的家庭，儿

女成家后都与父母分开住，平时电话问候一下，

互不干涉，各过各的日子，老人也不带孙辈，大家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反倒使两代人和睦相处，其

乐融融。三是，老一辈为了带大子女，劳累了一辈

子，理应让他们安度晚年，享享清福了。

我觉得在孩子生病、儿女出差、家有突发事

情等“非常时期”，老人也应主动“救急”，去全力

照顾一下孙辈，毕竟老、青、幼三代的亲情血浓于

水，等到风平浪静后，仍各就各位，这样的生活方

式，应该是现代家庭的最佳模式。

是缘分，是情分，不是本分

    老邻居虞阿姨人缘好，姐妹淘有什么活动缺

她就不热闹。远到出国游、近到苏浙一带农家乐，

虞阿姨的退休生活其乐融融。可令虞阿姨两难的

事来了：媳妇生孩子了，亲家还没退休，儿子媳妇

非常自然地照社会“惯例”，让虞阿姨帮着带孩子。

这下不但把虞阿姨的手脚捆绑住了，她的老姐妹

们也觉扫兴了，出上海旅游是不能够了，顶多周末

聚聚。虞阿姨提出过由她出钱请保姆，可媳妇一会

儿说：“请保姆不放心，身边还是要有自己人看

着。”一会儿说：“孩子很快就要学说话了，等下弄

得一口外地腔。”甚至还暗地里跟老公说：“你妈现

在不帮我带孩子，以后也别想我给她养老。”虞阿

姨不想和媳妇搞僵关系让儿子为难，只好被动享

受含饴弄孙的乐趣。

在我国，老人带第三代似乎天经地义，是不成

文的规矩。也许自身是独生子女，从小父母包办一

切惯了，现在只负责生不负责养的年轻父母还不

少。像虞阿姨的媳妇那样，认为老人在自己最需要

帮助的时候不给予帮助，晚年就不配得到自己照

顾的人还真有。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现

在各方面条件都较好，真要自己带孩子，没有不能

克服的困难。老人养大子女已经尽到了应有的责

任，年纪大了，晚年生活是经常出门走走玩玩还是

带孙辈，应该自己做主。

生养孩子，不能只生不养，一代人须尽一代人

的责任。况且从教育孩子和培养感情的角度看，也

应该做父母的自己带孩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年轻的父母在教

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先看看自己做到了

没有。

曹国君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刘笑冰

请老人适时退场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 2岁半以下的儿童

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达到 60%-70%，3岁

以上占 40%。老人成为带孩子的主力军。可老人

带孩子往往会有不少毛病：溺爱、老思想、观念落

后、教育跟不上等。

宝妈小张“吐槽”她家老人总是按照自己的

方式带娃，一些不好的习惯怎么也纠正不了：亲

吻孩子，打喷嚏不遮挡，用吃过的筷子喂食，不实

行分餐制等。很小的孩子被查出有胃肠道疾病，

就是因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宝妈小施说老人

育儿观念落后，有许多过来人的执念：总惯着孩

子给各种零食吃，甚至合伙骗父母；可能由于老

人体力不行了，让孩子宅在家里玩玩具或甩给电

视，限制孩子的探索行为。

同事小葛在坐月子，她婆婆强势，每次都跟她

抢着抱娃。小葛说她都不敢让宝宝哭，一哭婆婆立

马推门进来问怎么了，念叨着“奶奶来了，宝宝不

哭”，硬是抱走，边走边摇晃着抱。喂奶时她就站在

一旁看着，孩子的小嘴一松开奶头，她就伸出手来

抱，老想把孩子占为己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小辈

本来很感激的，但是她什么事都要插手管管，在你

不需要的时候也硬帮你带。爸爸和孩子在一起的

时间也被老人抢走了。有句话说得好：爸爸不要缺

位，妈妈不要错位，老人不要越位。大家各就其位，

边界清晰，才能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原生家庭。

在孩子的成长中，父母的角色尤为重要，即

便一些老人有文化，也总是隔了一代，力不从心。

老人要适时退场，退场不是疏离，而是把握尺度。

希望两辈人的观念冲突，都能被爱（孩子）和尊重

（彼此）所消解。

“一二三，四五六”

    小孙女出生了。儿媳和孙女在月子会所度过

了一个月，双方老人都感到很轻松。但是，往后的

日子谁来带孩子？真是个让人感到头疼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老人帮着带孙辈似乎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看周边老姐妹忙于带孙辈，完

全失去了自我：爱好旅游的，只能在手机的朋友

圈看看朋友旅游照过过瘾；喜欢唱歌跳舞的，都

忍痛割爱了……

我退休了，有了空闲的时间，我想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再说，我把儿子抚养成人，已经尽过义务

了，按人类社会接力式延续的规律，可以不管隔辈

人了。从另一角度去考虑，我们的孩子都是独生子

女，平时习惯了“家务啃老”，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

孩子，是时候唤起他们的责任感了。所以我选择了

不带，拿出了一些积蓄，为他们请了保姆。

儿媳产假后就给孩子断奶上班了。现代社会

竞争激烈，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确实无过多的精力

分担家务和带孩子。我与孙女之间毕竟血浓于水，

偶尔去看看，孩子越来越可爱，几天不见竟有些牵

挂，突然觉得以前完全甩手不管，未免太自私了。

恰好亲家也这么想，于是形成了共识，采取

“一二三，四五六”轮流带孩子方式，即每周一二

三亲家带，四五六我去带，星期天则由儿子媳妇

自己带。这样一来，加深了我们和孩子的感情联

络。我与亲家还是有一定的空余时间出去旅游，

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儿子和媳妇也有一天时间

过自己的小日子，让儿子他们从买、汏、烧接触

锅碗瓢盆和带小孩，体会养孩子的不易，体

会人生的艰难，充分锻炼自己。

栗言

羽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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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责任。对人类

“香火”的延续，社

会的交替，老人的

使命完成了。所以，不少老人选择

“不带”。有人说，老人不带娃，有点

不讲人情。本期有篇文章观点认

为，带娃是缘分，是情分，不是本

分。这是有道理的。另外，从教育学

的角度说，父母亲自带娃，是尽父

母的责任，也能培养和孩子的亲

情，同时也可感受到

自己父母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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