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花夏

李大伯今年71岁，妻子去世
多年，他没有再娶。直到前段时间
李大伯在公园锻炼时认识了比他
年龄小十岁的梁女士，两人相处几
个月后，就带到家里来说要结婚。
儿女们一是不放心这个陌生的女
人，怕被骗。二是觉得李大伯年纪
这么大了，还要折腾这些情情爱爱
的事。

在多次无果的争论下，李大伯
越来越着急，说儿女不理解他、不
尊重他，便带着行李离家出走，直
到家里人找到梁女士家才把人给
劝回来。

对于缺爱的老年人来说，晚年
的恋爱犹如一场令人无法拒绝的
冒险，既务实又浪漫，既直白又甜
蜜。即使看上去风险重重，也愿意
赴汤蹈火，再燃烧一次。

而对于子女来说，面对突然
恋爱的父母，常常选择“不接受、
不信任、不面对”的三重否定，使
得黄昏恋失去自由，也让亲子关
系越来越僵。

老年人真实的恋爱需求

在北京菖蒲河公园相亲的中
老年人有学者、商人、低保户、下
岗工人，从三四十岁到七八十岁
的人都在这里憧憬着爱情。他们
最常用的开场白就是“你什么条
件啊”，对方便会直接把年龄、户
口、房产、家庭和身体状况直接说
出来。

也许大多数人会觉得他们不
过是找个人凑合过日子。实际上
中老年人在择偶时同样有门槛、有
期待，且不会降低要求。老年人不
仅抱有向往爱情的天真，更多了一
份过来人的谨慎。

一项对单身老人的婚恋调查
数据显示，老年人对于伴侣的期待
集中在年龄、经济条件及外形、身
体状况等要素上。在年龄上，大多
数男性希望伴侣更年轻，而女性希
望双方年龄相仿。经济条件也不
能含糊，对方至少需要独立。是否
拥有房产及退休金，也是老年婚恋
市场上非常重要的竞争力。大多
数的相亲者希望对方有自己的房
子，不用和子女一起住，有比较好
的退休金作为生活保障，最好还要
有本地户口。

模样要顺眼，下半辈子不将

就。男性表达了对于女性相貌端
正的期待，他们理想中的伴侣是

“温柔、漂亮”的。而女士则希望对
方“健康、干净”，尽量避免日后生
活的麻烦。

我们在认知层面都知道老年
人孤单，但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们
如此强烈的恋爱需求。其实对老
年人来说，恋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解决孤独，找个伴。

我们的父母相比以前生活也
许更富足，但却更加缺少精神上的
陪伴。人口流动的增加，子女在异
地、异国工作的情况非常普遍，一
部分老年人留在原来的地方独居
度日，另一部分老年人则随子女迁
移成为“漂一族”。但无论是哪一
种，单身老人的幸福感都并不高。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需要的
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伴侣，他们也同
样渴望一次浪漫的邂逅、高质量的
陪伴和精彩的晚年。而这样的需
求，子女通常是疲于面对且无法理
解的。

不被子女接受的“黄昏恋”

现在，越来越多人讨论子女对
父母再婚的阻挠是不是一种“不
孝”，子女在父母的恋爱和婚姻当
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子女在面对中老年父母
的恋爱、再婚时，确实是有许多顾
虑与害怕的。

第一，怕上当受骗。当老人
给孩子介绍自己的男女朋友时，
子女通常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
是“什么人？怎么认识的？是不
是骗子？”由于大量哄骗老人的负
面新闻层出不穷，子女非常担心
父母被骗子盯上，骗走房产或存
款，而自己也会成为利益的实际
受损者。

第二，怕伤害感情。当老年人
陷入爱情，很容易与子女站在问题
的对立面，因为恋爱而引发家庭矛
盾，或者是忽视、冷淡了原本与子
女之间的感情。

第三，怕被说闲话。还有一些
子女会顾及家庭的面子，认为老人
谈恋爱是“不正经”“晚节不保”，或
是子女照顾不够、不孝顺的体现。

如何面对父母的恋爱需求

老年人衣食无忧、身体较为康
健、没有太多事可以操心，终于可

以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这也可以
说是一段新的开始。

社会学家曾提出过一个新的
家庭模式变革讨论，即家庭关系正
在向个体化转型。他们认为，个人
正在渐渐从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
地位等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脱解
放出来，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人
们越来越在乎个体的需求，也渴望
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而充满不
确定性的、流动的、开放的现代社
会，更给予了这样的个人主义更多
的土壤。

而父母与子女的代际沟通痛
点恰恰在于，我们太过于习惯把对
方当成自己的附属品，不信任和不
接受他们的转变。小时候父母不
允许我们有恋爱的自由，长大后我
们不信任父母有挑选老伴的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帕西亚·派佩亚
曾提出中老年父母恋爱的“爱情三
角形”，在最顶端的是两个陷入爱
情的老人，而下方是双方的儿女。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双方儿女力量
均等、关系和谐，上方的结构和状
态才能平稳平和。如果得不到儿
女的支持，这样的关系通常会陷入
更大的不稳定当中。

那么，既然我们的态度对于父
母幸福至关重要，我们也可以一起
想想应该如何面对父母的恋爱需
求。

1.保持乐观与开放。
不预设对方的身份和目的，先

接触，再判断，给父母一个爱的机
会。

2.不要比较。
我们通常会习惯性地比较父

亲的新对象与母亲的异同，或是
母亲的新对象有没有父亲的影
子。但是无论离异还是丧偶，我
们的父母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
起点。

3.安静地审视，积极地提醒。
作为子女不可能完全撒手不

关心，但关心的方式可以不破坏感
情。先安静地观察他们的感情与
对方的为人，再对父母进行积极提
醒，比如约对方的家人一起吃饭，
而不是生硬地要证明、查户口等，
都有助于双方的了解和沟通。

当我们说起恋爱自由的时候，
我们常常习惯性地只为自己振臂
高呼，却忽视家里同样需要爱与陪
伴的老人。恋爱自由不应该是一
条“双标”的规则，“黄昏恋”也同样
值得被重视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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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37 岁，之前是一位大学辅导员，
现为全职妈妈。女儿 12 岁。我从江西
考到西北省会城市的一所大学，在那里
和丈夫相识。大学毕业时，我留校做辅
导员，他回老家县城考入事业单位。虽
然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但我从未想过
放弃这段感情。因为他刚进单位工作
忙，我体谅他辛苦，那时还没高铁，每次
见面我要坐20个小时的火车，但我从不
觉得辛苦。异地半年，他跟我说他爸妈
反对我们在一起，因为离得太远。我害
怕失去他，就选择去他所在的县城。我
父母不同意，可我当时铁了心。

结婚时，因为他家条件不好，买婚房
的首付和办婚礼的钱都是借的。我觉得
只要能在一起，其他都无所谓。婚后我
也想考县城的事业编，但没想到怀孕了，
他劝我安心在家养胎。我就随便找了份
工作，等待孩子生下来。

怀孕那段时间，他和婆婆对我都很
好。可我没想到，女儿出生后，一切都变
了。生下女儿后我住了三天院，婆婆脸
上的笑容不见了，老公也不在跟前，说是
工作忙，直到我出院那天才出现。回到
家，婆婆脸上都是嫌弃的神色，嘴里念念
叨叨：我还以为是个男孩，以前白给你吃
那么好……

我从来没想过会这样，本来伤口还
在疼，孩子也不好带，我一度抑郁，天天
以泪洗面。可丈夫每次看到我流眼泪就
不耐烦：咋动不动就哭，你看谁家老婆生
孩子有你矫情！

等我出月子婆婆就回去了，我更没
法出去工作，只能在家带孩子。婆婆走
后，丈夫与我少有感情交流，他总说工作
忙要应酬，很晚才回来。每次他回来说
不了几句就嫌孩子吵，去次卧睡了。

我也想一走了之，可孩子还小，我手
里又没有积蓄，能去哪儿呢？就这样一
直熬到现在。最近，我发现他出轨了单
位的同事。我的世界轰然倒塌，才发现
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在傻傻地支撑，我感
觉人生无望，处在迷茫和阵痛中。以后
我该怎么办？

月月

月月，你好！
你为了爱情远嫁千里之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辈

子的幸福。但当时有多大的期望，现在就有多大的失
望。我能够理解你一个人在外地孤立无援的状态，但
越是这样越要看清楚希望在哪儿。

从你的描述来看，没有工作，孩子不大，老公出轨，
一个人在外地孤立无援。可在我看来，你并不是没有
希望，任何时候你都要明白自己身上具备的潜质。

第一，你有一颗上进的心。你靠自己的努力留在
学校做辅导员。这说明你具备自己养活自己、追求幸
福的能力。

第二，你有可贵的品质，重感情，很善良，如果遇到
一个值得托付的伴侣，将会很幸福。你丈夫现在这样
对你，是他没眼光，但不代表爱跟善良本身不值得尊
重。恰恰相反，那些真正获得幸福的人，一定是非常重
视感情的人。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在这样的婚姻里再坚持好像
意义不大，应该放手了。这个人不值得你去珍惜，他的
家人也展现出非常不善良的一面，感情不好还可以经
营好，但是人不善良，重男轻女，就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所以你现在要开始为自己打算，为自己打算的第
一步就是不要再生气伤心了，要为离婚做准备。

1.情绪上的准备。既然都准备撤了，就不要再生
气、迷茫和自怨自艾，要坚强起来，你的每一天都是为
未来的自己而活。

2.默默收集证据。要留心收集关于丈夫婚外情的
一些有用证据，如他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这些对你今后
离婚都是非常有用的。

3.经济方面的准备。经济上的准备分两方面，一
方面平时要多攒点钱，为下一步做打算。另一方面，你
要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

你可以就这样先积攒能量和资本，等一切都准备
好，再做决定。那个时候才是你可以去追求新生活的
时候，跟你和孩子未来的生活相比，这些当下的苦和累
必须接受，同时为将来努力。

■ 风渝

谈到爱，你可能会想到“在天愿作
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浪漫，也
可能会想到“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的
温暖，还可能会想到“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的忠贞……那么，心理学中，对

“爱”又有什么探究呢？“爱”在心理学
中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依恋。

把依恋的研究延伸到老年群体之
中，人们会比较关心：对于老人，身边
的家人之于他们以及他们的晚年生活
是一种怎样的意义？

有不少研究表明，依恋关系对于
老人的身心健康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根据社会护航模型，将人际关系分为
A（互相尊敬和爱戴的人）、B（只对你
尊敬和爱戴的人）、C（只对你尊敬的
人），这三种人际关系保护了一个人的
心理健康。

研究发现，中青年人群，C圈的
人会更多，而A圈的人较少。而老年
群体，A圈的人会比C圈的人更多。
这就说明在老年，依恋关系会比年轻
的时候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能是心
理健康的最牢固的一道防线。虽然
依恋关系不一定是和家人建立的，但
是家庭成员（配偶、成年子女）是依恋
感的主要来源，因此家人的支持对老
人来说有重要的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群体逐渐
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开始丧失朋友和

亲人，依恋对象的数量和类型会逐渐
减少，这使得他们更加专注于自己的
家庭生活。家庭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一
种，在研究中会被分为工具性支持和
情感支持。

工具性支持是给予一些实际的帮
助，有时候会伤害老人的自主性，会使
老人的幸福感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有
时帮老人做一些他自己能够做的事
情，老人会生气，因为这样的行为让老
人产生危机感，不经意间伤害了老人
的自尊心和自主感。

情感性支持是老人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关注了老人的感受，例如问老
人开不开心、关心老人的生活、表达对
老人的思念与爱等，这都会让老人觉
得自己会被关注和重视，从而减少了
老人的孤独感，提升老人内心的自我
价值感。

而老人如何去看待家人给予自己
的支持，也影响个人从依恋关系中得
到的实际支持，这一部分就受到老人
的依恋模式的调节。

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老人会
比不安全型依恋的老人更加愿意接
受家庭支持，因为他们在情感支持上
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感，而在工具
性支持上会有最小的自主损害性。
因此安全型依恋的老人更加有意愿
去寻求其他社会支持，提高自己内心
的自我价值感，自己的身心状态也会
变得更好。

所以关于“爱”究竟是什么？可能
心理学的答案——依恋，也不能完全
代表“爱”之于老年人的意义，可作为
一个渺小的个体，“爱”确实给予了他
们温暖、感动、愉悦和联结。

父
母
的
浪
漫

■ 王文咏

父母年轻时家境不好，结婚时没有
摆宴席，更没有婚纱照，领了结婚证，双
方亲戚吃了顿简单的饭，就算完成了结
婚仪式。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家和许多平
凡的家庭一样，在柴米油盐的平淡时光
里，全家人和睦相处，在党的富民政策引
领下，生活蒸蒸日上，其乐融融。

前段时间，爸妈去补拍了一套婚纱
照。拍完之后，他们还特意把微信头像
换成了婚纱照，并选了几张照片发到朋
友圈，配文字：25周年结婚纪念日，见
证忠贞不渝的爱情。

我看了之后觉得父母还挺有趣，他
们在结婚25年之后，拍婚纱照弥补当年
的遗憾，给婚姻和家庭赋予了更多的浪
漫情怀。爱情是艰难时光里的相濡以
沫，是平淡生活中的不离不弃，是曾经沧
海之后的携手同行……但最深和最重
的爱，却是执子之手，白头偕老。

父亲生日前几天，我特意预订了一
家酒店，对会场进行了精心布置，还特意邀请了一家
颇有名气的礼仪公司，主持词是我亲自撰写，对整个
生日宴的流程进行了精心策划。生日那天，当我们
按照程序进行的时候，母亲突然拿出一件毛线衣，对
父亲说，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自己的
胃，不要着凉。说完，郑重而小心翼翼地帮父亲穿
上。因为父亲胃不好，做过手术，为了编织这件毛线
衣，眼睛已经老花的母亲熬了很多个夜，一针一线都
融入了对父亲深厚的感情。母亲的一句话，一个举
动，令全场亲友感动……这一幕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这也许就是父母最真挚的感情，最浪漫的爱。

在父母的眼里，对方是独一无二的。父母的爱
情简单而单纯，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钻戒与誓言，
他们只有对婚姻的忠贞不渝，对彼此的不离不弃，对
家庭的责任担当。

星星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
自己的星星，父母的浪漫是为了在将来年老了能够
寻找到更多美好的回忆。父母的浪漫就是对生活的
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个人共处一辈子，安然
相守，值此一生。

子女态度对于父母幸福至关重要

依恋关系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有比较大的影响，家庭成员（配

偶、成年子女）是依恋感的主要来源，因此家人的支持对老人来说有

重要的作用

Q:Q:

A:A:

对于那些渴望爱的老年人来说，他们曾经

历了太多风雨坎坷，如今青春不再，两鬓斑白，

而当初陪伴他们的那个人已经不在，只留下夕

阳里的形单影只和长夜里的孤寂难眠。或许

已没有年轻时的热烈与浪漫，但他们同样渴望

着一份知心的陪伴，一个不孤单的晚年。

爱情同样是老年人情感需求中重要的部

分。或许他们儿孙满堂，但在年轻人都忙于

工作的当下，儿女真正能陪伴的日子能有几

何？或许他们有三五好友，一同聊天下棋、锻

炼身体，但当棋局散去，打开家门，面对空荡

荡的房间，他们心中的那份孤单寂寞，又与何

人诉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老年人的爱

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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