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习惯早起，年轻人爱睡懒觉；老人喜欢吃软糯食物，年轻人不一
定喜欢；老人习惯勤俭，有的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这些生活习惯和
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总是让老人和儿女之间出现代沟，久而久之就不愿
意生活在一起了。

比如，周末年轻人想睡个懒觉，但是老人起得很早，总是叫孩子起来
吃早饭，虽然是好心，但是年轻人会不高兴。专家建议，现在社会基本单
位已由原来的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转变为两人或者三人的小家庭，一些老
人是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而更多的老人也“想开了”。如果老人明确表
示不愿和儿女一起住，而且老人身体健康，心态也比较好，那么让老人独
居可以让老人更自由、更轻松，老人也可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观点一：老人最好不要和子女住一起
老人和子女住一起过日子，确实可以享受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家庭幸

福。但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锅里耍勺子，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

天长日久，日积月累，有些小的分歧，就可能产生矛盾。有的甚至冷

战、骂架，不欢而散。因而有人认为，聪明的老人，只要条件允许，是不会

主动要求和子女住一起的。毕竟，生活习惯不同，住一起不自在；思想观

念不同，住一起有矛盾；生活圈子不同，住一起也不方便。

采访中，不少人建议，还是分开住好，保持“一碗汤”的距离。也就是

说，煲好一碗汤，送到子女那里还不凉。这样，老人既能够想子女的时

候就过去看看，而子女又可以照顾好父母的饮食起居，尤其是老人有个

头疼脑热的时候，他们可以立马就赶到床前。

观点二：老人与子女同住，别犯这“十忌”
1、老人对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要平等对待。要一碗水端平，处

事要公正，这样才能赢得子女们的尊敬和爱戴。

2、老人不宜在亲友中议论晚辈，更不要在子女间传话，以免误传，引

起矛盾。

3、有事要与子女们商量，不能事事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

长者应当是指导者和参谋，遇事不要独断专行。

4、老人不要总摆出长辈的尊严，整天板着脸。对子女的兴趣爱好，

不要以老思想去看待。

5、遇事要冷静，对子女所做的事情，不贸然批评、教训。否则会使孩

子与你的感情疏远，或直言顶撞。

6、如果老人处处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生活，时间久了，就

会让儿女们产生厌恶。

7、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就围绕着家里的几个人生活，老人应该多“走

出家门”，有自己的朋友圈，有几种感兴趣的爱好。

8、老人不要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在孙辈教育的问题上，不能以“有

经验”自居。

9、对子女搞不懂的事要耐心指教，做错的事要适当批评，但不要说

个不停。

10、老人不要再倚老卖老，居高临下，动辄训人，可提供参考意见给儿

女，并保持幽默慈爱的态度，不要因儿女不接受意见就生气或唠叨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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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愿意和子女同住吗？
记者调查：合肥超六成老人不愿和子女同住

都说养儿防老，如今许多子女结婚
后，不仅无法照顾父母，甚至还需要父母
来帮忙照顾刚出生的孙子、孙女。即便
如此，在年轻夫妻与父母同住的日子里，
仍难免各种生活习惯和固有理念不同引
发的矛盾。

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记者对合肥50多位老
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超六成的老人明
确表示，不愿和子女同住。

那么，什么样的老人没跟儿女住在
一起呢？又是什么原因让老人不愿意享
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反倒乐意“独守
空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部分社区
老人进行了调查。

▋记者 曾梅

1、宝妈“阳阳”（29岁，医生）
婆婆太邋遢
宝宝尿不湿直接扔地上

一年前，阳阳和老公奉子成婚。婚后第
二天，为了照顾工作量大、又处于孕期的阳
阳，婆婆就搬来一起住了。

阳阳自小是个爱干净整洁的人，但这位
婆婆却有些邋遢。

“有次宝宝拉大便，她给宝宝换尿不湿，
我去卫生间端水准备给宝宝洗屁股。可当
我端着盆回到卧室时，那个场景简直要气疯
了！沾了宝宝大便的尿不湿被直接扔在地
上，更可气的是，她还把大便踩得地上到处
都是。”阳阳说，婆婆才五十来岁，眼睛、腿脚
都好，“这根本不是看不清或腿脚不便造成
的，根本就是素质差啊！”

“那天下午，我就一个人跪在地上擦地
上的大便。差点气哭，可婆婆却跟没事人一
样在楼下客厅看电视，晚上还跟我老公嘟
囔，说我太干净、太讲究了。”阳阳说，婆婆名
义上来照顾她，实际上大部分家务活还得她
自己做。

2、宝妈“小秋”（31岁，公务员）
婆婆教育理念有问题，不能忍

5 年前，小秋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小梁。
那时小梁已离异多年，还有个8岁的儿子。

婚后，两人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之前的
儿子则放在孩子奶奶家照顾。每天白天，婆
婆来小秋家照顾，晚上去学校把大孙子接回
老房子照顾。一直以来，小秋对婆婆的教育
方式很不满。

“婆婆根本不会教育孩子，经常教大孙
子跟其他小朋友抢食物，孩子学习差、逃课
打游戏也没关系。有次孩子考了50分竟然
被奶奶表扬了，就因为从全班倒数第一变成
倒数第二。”小秋说，大孙子不是自己的亲生
孩子，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尽管
看不惯婆婆的教育方式，但也没干涉，但如
今自己的孩子满 3 岁，要上学了，婆婆的教
育建议却让她大跌眼镜。

“婆婆说，孩子上不上幼儿园都无所谓，
多浪费钱，更别提报兴趣班了。还说孩子就
得皮实一点，能跑能抢。”小秋说，一想到这些
奇葩理念会被灌输给自己的宝宝，她就觉得
很后怕，说什么也不准婆婆再来带宝宝。

3、婆婆“戴阿姨”（59岁，退休）
住在儿子家感觉自己像外人

几年前，戴阿姨的老伴去世，为了方便
照顾，儿子儿媳把她接去同住。

戴阿姨睡眠时间少，早上 5 点多就醒
了，但怕吵着儿子儿媳，醒了也得在自己房
里待着；晚上五六点饿了，可儿子儿媳还没
到家，又不好意思自己先吃；想出门去买个
菜，也被儿子拦下，担心她一个人在路上出
岔子。另外，房间的摆设都是儿子儿媳弄
的，戴阿姨平日闲来无事做的小手工作品也
不敢往桌子上摆，担心他们会不喜欢。“我知
道他们想让我住得舒服，但我老感觉自己像
个外人。”

戴阿姨很怀念从前和老伴一起居住的
日子。她说，老房子的两居室虽然不大，但
收拾得整洁利落，墙上挂着老两口的合影，
卧室里也随处可见儿孙满堂的温馨照片，桌
子柜子上摆放着她平时制作的小手工。每
天早上5点多出门，在一草一木都很熟悉的
社区里遛弯，和多年的老邻居打声招呼、和
居委会的姑娘小伙儿们聊聊天、儿孙有空了
来看看她……她更喜欢这样的生活。

4、婆婆“赵大妈”（58岁，退休）
从早忙到晚成了免费“仆人”

赵大妈的儿子已经结婚好几年了。“结
婚头一年，和儿子儿媳一起住，那感觉真是
不好。”赵大妈觉得，自己和老伴儿简直就是
儿子儿媳的免费“仆人”。

每天早上6点多，老两口起床要先给小
两口准备早餐，然后喊小两口起床。儿媳在
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喂猫遛狗的事儿也成了
赵大妈的工作。到了中午老两口随便吃点
剩饭剩菜，下午休息一会儿就得提前准备晚
饭。经常是费尽心思做的晚饭，小两口还觉
得不合胃口。而收拾屋子、洗衣服这样的家
务事，也基本上都是赵大妈代劳。

赵大妈喜欢跳广场舞，偶尔有几次因为
跳舞回来晚了，没做晚饭，儿媳脸色就不好
看了。想来想去，赵大妈提出和儿子儿媳分
开住，一来可以锻炼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二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晚年生活。
现在，赵大妈去老年大学学电脑、和老友爬
爬山……每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都安排得满
满当当的，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

AA 吐槽
婆媳矛盾成主要焦点 BB 分析

生活习惯和观念不同是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