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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的大事，父母的心结

来自临海的老蔡，这两年很为儿子的婚事担忧。今

年 33岁的儿子小蔡，单身已有三四年，如今对象还没

着落，他非但不着急，还总是刻意逃避这个话题，这可

着实愁坏了老两口。

“其实，儿子几年前本来是有一个对象，谈了小半

年。但女方是外地人，年纪还大，当时家里人都不太认

可，这门亲事黄了以后，他就跟赌气一样不再谈了。”老

蔡说，前段时间过年，他和 30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微

信聊天时，谈及彼此的近况，听到对方早已忙着接送孙

子上小学。可反观儿子的近况，没有一点要成家的“苗

头”，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同学的祖孙乐令他羡

慕不已。

其实，像老蔡这样的家长还有不少。在同龄人早已

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乐享天伦时，这些老人却还

在为子女的婚姻大事发愁。

临海的齐大妈这几年也被迫成了老年“催婚一

族”。她的儿子在黄岩做工程，今年35岁，没有女朋友。

在齐大妈看来，儿子对结婚这事也不是不积极，问题出

在他要求高，还有点“外貌协会”，不想凑合。

“因工作关系，他平时接触异性的机会不多，主要

靠相亲。但一直没遇到合适的，现在年龄大了，就更难

找了。”相比其他人旁敲侧击的委婉方式，齐大妈的催

婚方式更直接，每次儿子放假回家，老人就会给他安排

相亲。但介绍了不少她自己觉得比较理想的女孩子，儿

子都不满意。

“其实前不久，他刚见过一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

女孩子。但一次见面之后，两人就不再主动约了，理由

是兴趣不合，谈不来。”为此，齐大妈没少批评儿子，却

完全没起到作用。看着身边一个个朋友当上奶奶、外

婆，她是天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催婚背后，有爱也有伤害

随着时代发展、观念转变，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

把婚恋放在了人生的次要位置，要么不谈恋爱，要么晚

婚晚育。这也让固守传统观念的老一辈家长烦恼不已，

担心子女们的人生大事无法圆满，生活过得不幸福。

但事实上，老人们对子女催婚的情况，也正是他们

焦虑心理的一种体现，用关心子女人生大事的方式，来

表达自己的情感输出需求。为什么老年人会把儿女的

婚姻大事挂在嘴边？在齐大妈看来，这和两代人的生活

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我们老一辈人看来，每个

人的一生，总要在恰当的年龄去做恰当的事情，不结婚

生子，人这一生感觉就不圆满、不完整。”齐大妈说，以

她自己为例，23岁结婚，24岁有了大女儿，两年后又有

了这个儿子。夫妻相伴、养儿防老，这是亘古不变的道

理。

不可否认，恋爱、结婚、生子是大部分人一生中要

经历的过程。对于老人们来说，孩子始终是他们生命的

一部分。孩子长大后，婚恋或许是他们能够有的最大的

话语权，因此不少老人在催婚时，总是抱着“沿着老一

辈的轨迹和经验生活，会少走一点弯路”的态度，把孩

子们当成自己情感的寄托。

对此，路桥的林大爷却有不同的观念。在他看来，

新一代年轻人的婚恋观与老一辈人完全不能类比。因

为在如今的社会大环境下，年轻人有了更多生活方式

的选择，追求自由，注重感觉，然而，父母们却未必能跟

得上他们的脚步。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对于子女们的恋

爱、婚姻，我就很想得开。”林大爷说，成年人的婚姻应

该慎重，年轻人坚持自己的婚恋观没有错。有时候，做

父母的也不要散播焦虑，容易让子女们心生反感。

对于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从事摄影行业的潘先生

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沟通”，做子女的不要过于逃避，

不妨和老人们谈谈自己的人生计划和打算。不管他们

能不能接受，其实讨论本身也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

“有时候，当看到我们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

需要长辈操心，慢慢地，老人们也会尝试放手并且开始

尊重我们的选择。”

他们期待着下一次
开心的团聚

春节过后，子女莫忘关
爱留守老人

每年的春节，于万千中国家庭而言都意

味着团圆。不过，春节过后，一大家子热闹团

聚的场景很快回归平静。子女们一走，许多

老人再次回到独居的状态，在漫长寂寞的等

待之中，期待下一次团圆。

家住临海的李冬萍，今年 64岁。膝下一

双儿女平时都在外地工作，老家只有她和老

伴一起生活。因此，每年只有几个重大节日，

夫妻俩才能等到和孩子们的团聚。

“每次听说孩子们要回来，我就特别高

兴，年前忙着准备年货、晒被子和打扫，可以

说是累并快乐着。”李冬萍说，今年原本还担

心孩子们因为疫情回不来，结果过年前几天

接到消息，说他们已经买好了动车票，打算

赶回家吃年夜饭，再在老家住几天。这可把

老人高兴坏了，一家人过了个开心、圆满的

春节。

不过，春节一过，孩子们又得回去工作

了。买好车票，目送孩子离家，李冬萍和老伴

嘴上虽然没说啥，心里却满是不舍。“难得回

来一次，今年孩子们刚走，我就特别想他们，

还是希望他们在外地一切都好。”李冬萍说，

这两天，她也一直在做心理建设，安慰自己，

孩子们总归是会再回来的。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热闹喜庆的春

节过后，很多老人都会出现像李大妈一样的

状态，因为对儿女过重的思念而陷入情绪低

谷。66岁的林大爷就坦言，这种心理落差往

往从孩子们快回去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悄悄

发作。

“上了年纪以后，总希望和孩子们呆的

时间再多一些。”林大爷说，子女们一走，他

就感觉家里空落落的，所以春节过后的这段

时间也会尝试做自我调节，多参与到日常的

一些社交活动中，用爱好和兴趣丰富自己的

生活。

老人们孤单留守在家，这时候，子女们

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尽可能地缓解老人

的失落感。长年在外地工作的椒江人陆倩

就表示，自己每年离家前的几天，都会给父

母留一些过渡的时间，比如，提前告知行

程，剩下几天多陪老人唠唠嗑、出门逛街、

分担家务……

“但我认为，减少老人失落感最好的方

法就是，离家后要记得经常给老人打电话，

多聊聊，经常抽空回家看看。”陆倩说，春节

过去后，千万不要忘了留守在家的老人，常

回家看看，让老人的心里有慰藉，才能开心

安度晚年。

记者 王怡

儿女的大事，父母的心结
来看看春节“催婚一族”的故事

记者 王怡/文 吴畅/图

逢年过节，亲友团聚之时，总有一

个频率很高的话题常被提起——催

婚。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却还是孑然

一身，那么恭喜你，成为“被催一族”是

顺理成章的事。

为了“结婚生子”这件人生大事，

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总是会在春

节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上演一年一

度最大规模的价值观博弈。对于很多

适婚却仍在“卖单儿”的年轻人来说，

最怕的就是过年回家被老人催婚。那

么，老年人为什么如此关心儿女的婚

姻大事，甚至不厌其烦，反复唠叨催孩

子们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