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一桩黄昏恋

9年前， 同住浙江省嘉善县仁
泽·姚庄镇社会福利养老服务中心
的李金根和李林珍结婚了，两人从
民政局领证回来，还兴冲冲地在路
上买了喜糖，发给院里的人吃。 因
为两人年龄差距悬殊，男的 65岁，

女的 81岁，在当时引起不少议论。

李金根平时喜欢到镇上转转，现在
一出门就有老人凑上来寻开心，闹
得他总是一肚子气回去。 但他从来
不把这些话往家里带，慢慢地讲闲
话的人也就少了。

两人搬进一个房间，吃饭、散步
同进同出，关系十分融洽。 但 5年
前，李林珍突然生病，卧床不起，有
时候“就像死了一样”。 养老服务中
心非常担心她的状况，让她搬去特
护病房，但李林珍不肯，在中医院工
作过的李金根也有把握地说，不要
紧，就放在这里，他来照顾。

李林珍无法下床大小便，穿着
尿不湿又尿不出来，李金根在床边
放只马桶，每次都把她从床上抱起
来，放到马桶上大小便，晚上总要起
来好几次。 生了病事情多，李林珍
总是要这样、要那样，李金根也不觉
得烦，养老服务中心的人都记得，4

年里他一次火也没发过。 有人问他
为啥能这样？李金根简简单单地说，

自己也要老的呀。

如此细心的照顾，李林珍奇迹
般地好转。1年多以前，为了给李林
珍补养身体，李金根试着给她炖一
只蛋，看到李林珍爱吃，他就每天炖
一只。 现在，李林珍精神很好，还能
扶着扶手架走到门口透透风。 前一
段时间，李林珍又在卫生间摔了一
跤，坐起来很困难。 养老院的人要
帮忙护理，李林珍骄傲地说：“你们
不要弄，金根会给我弄的！ ”

今年重阳节这天，李林珍坐在
门口休息，李金根在屋里坐着，房间
里整洁、干净，没有一丝异味，相反
还有种淡淡的香气。

二 
再婚成苦痛

单身老人对爱情的渴望和伴侣
的向往始终存在，曾有调查表明，中
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无配偶
有再婚意愿的达 37.6%，但付诸行
动的只有 6.9%。 财产、子女、社会
舆论以及健康、爱好等问题束缚着
老年人的行为。 养老服务中心的人
常常把李林珍和李金根的美满一半
原因归结于两人都是五保户，没有
房子、财产，甚至子女的“拖累”，两
人爱得轻松，过得自在。 婚后两人
的养老金分得清楚，哪怕李金根给
她买个枕套，她也要把钱拿给他。

“他们要是有房子，有儿女，还
能这么简单吗？ ”在养老服务中心
工作的张阿姨问。

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刘念青
（化名）都坐在床沿上，眼睛几乎转
也不转地盯着那台“大脑袋”电视，

里面放的是什么，对他来说并不重
要。 他今年 79岁，老伴去世十几年
了，早些年他总想再找个老伴，也结
过一次婚，然而很不愉快，维持了两
年就终结了。 那次再婚的经历是他
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 “那个
女的”是他从前的同事给介绍的，认
识了之后，主动得很，“几乎是赖着
不走了”。 为人善良厚道的刘念青
架不住这种“黏”法，就领了证。 婚
后，女的掌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刘
念青以前每年有笔固定的投资收
益，数额不小，从再婚之后，他再也
没看到过这笔钱。 不仅如此，他还

经常遭到恶言相向。 由于子女都不
在身边，他也是有苦难诉。好在婚后
两年，女儿想回家乡工作时，发现了
问题， 于是带着父亲去法院起诉离
婚。但女方要求刘念青必须赔偿 10

万元，才肯签字。 这 10万元中包括
刘念青生病期间，她照顾的费用、生
活费等等。最后纠缠不过，刘念青只
好花钱买了个清净。

这使他一度对再找个老伴失去
了兴趣。但独居的寂寞确实难挨，后
来也有人给他介绍， 可是每次女方
都是一开口就要他买套房，跟子女
分开住，他没这个经济实力，心理
上也接受不了 “一上来就这么现
实”，慢慢地这桩心事也在无奈中变
淡了。

三 

众里寻伊难

吉林卫视有一档《缘来不晚》老
年交友相亲节目，相当红火。节目中
老年人对结婚的选择一点也不含
糊，有时候两人都挺谈得来了，最后
却总有一方不太满意， 要么觉得不
合眼缘， 年龄偏大，“单身这么多年
了，不想将就”；要么因为分住两地，

谁也不愿意挪窝， 经常让观众看了
都惋惜、着急。

退休前当幼儿园老师的林芳文
（化名）离异 20 多年，因为第一次
婚姻失败，她也没想过再婚。谁料现
在年纪大了，“生病都没人知道的，

孩子工作忙， 陪着看病的人都没
有”，这才觉得孤单、冷清。近几年又
看到闺蜜找了一个老伴，感情很好，

才动了心思。儿子也支持她，说哪怕
遇到好的不结婚，就是聊聊天、旅旅
游、吃吃饭，也开心的。“他最担心我
领证上当受骗。 ”

她自己希望对方人品好， 脾气
好， 会做家务，“不要找个老公去服

侍他”，不要抽烟喝酒。 最好事业单
位的、党员，大家经历相似，企业里
做的她总觉得思路、谈吐都不搭。而
且要经济条件和她差不多，“差一点
的没必要”，她觉得，现在人和以前
观念不一样，都为了一个“钱”字，到
时候为了这个再吵架，没意思。

参加了一次老年聚会后， 她的
形象、 谈吐和工作经历给人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好几个人加了她微信，

但至今没有一个能谈得拢。

她平时要帮儿子带宝宝， 每周
只有一两天能空出来， 有个人很想
和她领结婚证， 但提出不能再帮儿
子带宝宝。 林芳文说，这不可以的，

我宁可不谈。首先结婚证不能打，第
二都是独生子女，我不帮他带，谁帮
他带？还有个男的把钱看得很重，虽
然挺有钱的， 但在外面吃顿饭也舍
不得。 “这种也没意思的，没什么谈
头，你看中我我也不会要你。 ”另一
个是工程师，一个月退休金不低，还
有房子出租， 但讲起话来没什么水
平，脾气也暴躁，又抽烟。 “谁要？ ”

“人总想找个有共同语言，能
一起好好过日子的人，当终生的爱
人，找不到宁可一个人算了。 ”林芳
文说。

四 

10%的成功率

在网上搜“老年人婚恋”，第一
屏就跳出不少老年征婚平台， 不过
如林芳文一样， 不少老年人对网上
发布的婚介信息都抱有怀疑。

“巾帼园婚介”位于徐汇区一条
梧桐成荫的小路上， 它的主办单位
是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
（巾帼园）， 这是为数不多以公益服
务为导向的婚恋服务机构， 由于会
事先帮老年会员背景把关， 颇得老
年人的信任。 每月一次的单身中老

年人聊天会都会有四五十个人参
加， 坐满整个活动空间。 参加者从
50岁朝上到 80多岁的都有，男女
比例也悬殊不大。90后的小唐是这
里的负责人， 她明显感觉老年人的
感情需求很强烈， 很多人明显精心
打扮过， 有人还是从很远的地方赶
来。疫情期间停办，老人们催促重开
的电话就不断。

老人们的交流很现实、 也很直
接， 介绍阶段就会讲到从前的职业
和退休金， 直接表示希望对方收入
相仿； 从前做护士或者懂点医疗知
识的，特别受欢迎；有的尽管自己有
房，也一定要求对方有房子；有的一
听对方还要照顾子女的孩子， 就打
了退堂鼓……他们的愿望多与子女
相关联。 有位女嘉宾明确跟工作人
员说，想尽快找到，因为要把房子给
儿子腾出来结婚； 有位女嘉宾怕女
儿知道， 千叮咛万嘱咐让工作人员
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因为女儿有时
候会去，万一接到尴尬。有位男嘉宾
是个高知，非常受欢迎，但女儿身体
不好，虽然女嘉宾不介意，但他还是
不愿拖累人家； 而另一个男嘉宾条
件也非常好，有一套 170多平方米
的房子，但仅此一套，结了婚也得和
儿子住在一起， 让很多女嘉宾望而
却步。

活动办了十几年，几千名会员，

来来去去， 成功率 “毛估估” 也有
10%。有的老人结婚了会来发糖，有
的则是小唐从其他会员那里听来的
好消息。

她也从几年的经历中窥见社会
的现实: 有的老人结了婚又离了，

又来参加； 有的 70多岁自己找了
一个， 儿子媳妇就觉得女方会骗爸
爸的钱，硬给拆散了，到现在也还是
孤身一人；有的相中了，没领证住在
男方家里，成为事实婚姻，男方生病
去世， 虽然生前承诺房子她可以一
直住下去，但她怕对方子女反悔，希
望能有政府机构开个证明， 证明她
和男方一直在一起……

五 

法律有保障

老年人再婚障碍多、阻力大，不
论是子女的阻挠， 还是老年人自身
的顾虑， 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婚后家
庭财产及遗产继承问题。 杭州京衡
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很早就关注
老年人婚姻财产问题。她说，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

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即便再婚，在没
有约定的情况下， 也不会改变该笔
财产的性质， 即老人在婚前的财产
所有权并不会因为再婚而受到影
响。 但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以
及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 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此外，夫妻双方有互相
继承遗产的权利， 再婚配偶与老人
的子女同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平等
地享有遗产继承权。

针对这种情况， 她给老年人的
“黄昏恋”给出了几点法律建议。 首
先， 婚后财产归属问题建议双方可
以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或婚内财产归
属约定协议， 对不动产等大型财产
的归属进行明确约定， 也可以对婚
后各自财产、 债务的权利归属问题
进行约定，最大程度规避风险。若有
必要，还可以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避
免在没有专业律师指导的情况下出
现双方协议无效的情况。其次，在遗
产归属问题上， 老人可以在生前就
立好遗嘱， 依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
所有的财产进行分配， 约定各方财
产归各方子女继承， 以避免后续产
生不必要的纠纷。 虽然民法典已经
取消了公证遗嘱具有优先效力的规

定， 但为了确保遗嘱内容的合法有
效以及遗嘱的真实性， 建议尽量还
是去公证处进行遗嘱公证。

此外， 老年人一方如果没有房
产，另一方在通过遗嘱约定由自己子
女继承己方的遗产包括房产后，仍然
可以通过设定居住权的方式解决自
己去世后老伴的居住问题。民法典新
规定了居住权制度，老人一方可通过
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协议或者在遗
嘱中明确约定另一方的居住权，经过
登记机关登记后，居住权人依法享有
居住权，直至居住权人去世，居住权
消灭。新的居住权制度解决了再婚老
年人在一方去世后另一方的基本生
活居住问题，避免了房产纠纷，也消
除了子女的顾虑。

俞老太与丈夫再婚后购得一套
房屋， 丈夫过世， 产生房产纠纷。

2021年 9月 17日，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法院就这套房屋的居住权问题
完成了首例居住权执行案件， 也是
上海市宝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颁发
的首张居住权登记证明。

六 

补上情感课

与青年人情感外露、 激情澎湃
不同， 老年人经历了数十年岁月的
洗礼，情感的表露往往或隐而不发，

或丝丝缕缕， 中间掺和了太多现实
的成分，既有矛盾、顾虑，又有财产、

子女方面的牵绊。很多时候，老人只
能独对寂寞， 将对情感的渴望埋藏
在心底。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老年
人不需要爱情， 亲情足以填充其情
感世界。

心理学界也有这样的认知，认
为人的爱情和性是从青春期开始，

到更年期消失。 徐光兴对此大不以
为然。 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
知科学学院教授、 上海市心理学会
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
任， 对老年人的情感问题有深入研
究。 他说，其实人从出生到死亡，性
和爱的需求一直存在， 只是量有不
同。 人到老年，哪怕八九十岁，仍然
需要爱情，恋爱质量不输于年轻人，

有热恋期，当然也会有失恋、分手和
离婚的现象。当下社会，老年人早已
不再仅限于吃饱、穿暖，而是和年轻
人一样“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能够有人相伴终身，不再寂寞，但社
会认知还有很大欠缺。

前不久，武汉大学学子纷纷“排
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去听一堂恋
爱课， 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台
阶、过道上，甚至窗台上、窗外都“挂”

满了人。 这样的恋爱课，也应该出现
在老年人的课堂上。 徐光兴介绍，台
湾有专门讲老年心理学的课程，将老
年人的人格、价值观、家人的心理情
绪和压力分析得很透彻，“我们也需
要增进这方面的知识输出”。

他的研究表明， 老年婚恋多发
生在“三高一远”的人群中，即学历
相对较高、退休金高、素养形象高，

子女离得远，老年生活寂寞。老年人
婚恋在遇到的障碍往往是子女、财
产、 社会舆论和自我价值认定和兴
趣爱好，分手率高根源也在于此。

“老年人想维护好一段新的感
情，也不能太固执，需要自我调适，

同时也要面对新的挑战。 ” 徐光兴
说，新的婚姻中必然有新的承诺，对
这段关系心理上有没有矛盾， 有没
有事先考虑好新的家庭系统结构，

两个家庭和双方子女的关系如何安
排？ 老年人对向子女承认有新的伴
侣有恐惧感，怎么克服？有些女性多
年仍无法走出伴侣离世的悲伤，在
新的恋情面前， 老年人如何正视以
前的家庭生活和感情？徐光兴说，这
都是考验老年人和社会的课题。

本报记者 姜燕

    夕阳红、黄昏恋，这些听起来很美的名词，却
是单身老年人心中的隐痛。 这个话题不仅难以
向陌生人启齿，面对子女或者亲属开口，他们也
往往是思忖再三，宁愿隐匿和回避。 但现代老
年人对生活的需求，早已不是物质上满足这么
简单， 他们对感情的渴望和伴侣的需求也不容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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