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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前几年大萍回老家，朋友圈晒后备
厢，吃的、穿的、用的，塞得满满的。她
和老公的老家都在北方，相距一百多公
里。两人在南方工作，一年回家一趟。

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给大萍留
言：此条朋友圈记得屏蔽婆家人，否则
让你婆婆知道了，会影响婆媳感情。
大萍回复：不用屏蔽，后备厢的东西有
婆婆一份。

大萍的公婆去年相继去世，她感
慨，人生无常，尽孝需趁早。本来她打
算在南方工作到女儿大学毕业，公婆去
世后，她改变了主意，计划等女儿高考
完就辞职回老家生活。

大萍和丈夫商量好了，回来后在娘
家这边的城郊租个带院子的房子。她
托朋友打听到了一处院落，房租便宜，
院子很大，可以种蔬菜，也可以养鸡鸭。

大萍的哥哥和父母都住县城，父母
快八十岁了，住楼房不方便，还是住平
房舒坦。大萍计划到时候把父母接来
与自己同住，种几畦蔬菜，养几只鸡鸭，
一日三餐都让父母吃上绿色健康食
品。她说，等女儿考完大学，她为人母
的职责就告一段落，照顾父母成为她的
首要任务。

父母在不远行，这点很多人做不
到，毕竟趁着年轻需要四处打拼。大萍
的选择是在父母需要陪伴时，回到二老
身边。四五十岁返乡，找工作、创业都
可行，还能照顾年迈的父母。大萍说，
自己这是为孝顺迁徙。 马海霞

为孝顺迁徙

如果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
那么女婿就是父亲的“情敌”了。

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有
一天，她说自己有男朋友了。我把这件
事告诉老公，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告
诉宝贝，要多长个心眼，别让哪个坏小
子给骗了。”

一年以后，女儿把男友领回了家。
虽然老公表面上客客气气，但仍能感觉
到他对那个小伙子的“敌意”。饭桌上，
老公“盘问”了很多问题，好在小伙子的
回答无可挑剔，老公也就默不作声了。

都说岳父和女婿很难相处，我也曾担
心老公和他的“情敌”不睦。没想到的是，
自从老公默认了这位未来的女婿之后，对
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变。记得
和亲家见面时，对方问我们对婚事有什么
要求，老公竟然湿了眼睛说：“没啥要求，
我们夫妻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希望你们能
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我们就非常感谢
了。”每次女婿来我家，老公总是满脸堆
笑，忙前忙后做女婿爱吃的菜。春节时他
给女儿压岁钱，也会给女婿一个红包。

女儿女婿十分孝顺，经常给我们买礼
物。收到女儿的礼物，老公就算开心也不
过一笑了之；收到女婿的礼物，他会郑重
其事地对女婿表达谢意。我问：“你怎么
对女婿另眼相待呢？”老公说：“自己手心
里捧大的宝贝，忽然来个‘强盗’就给抢跑
了，现在宝贝在‘强盗’手上，我能咋办？
只能对‘强盗’好点，再好点，这样他和宝
贝闹矛盾的时候，念及咱们的好，也会对
宝贝好些吧。”听完老公略带玩笑的话，我
有些感动，这才明白老公对女儿的爱，是
如此用心良苦。

不过，看到老公的转变我很欣慰。
毕竟，老公能和他的“情敌”化干戈为玉
帛，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侯淑荷

老公与“情敌”

家长里短

避免财产纷争，
只搭伴儿不领证

陈大爷新找的老伴儿
张阿姨，是陈大爷老家的
人。陈大爷当初有找个后
老伴儿想法的时候，首先想
到的就是从自己老家找一
个，一来是年龄大了念旧，
再者老家的人，生活习俗和
吃饭口味都跟自己差不多，
在家说个家乡土话，说说家
乡的事情，两个人有话说。

还别说，真让陈大爷
找着了。张阿姨是陈大爷
老家那个村子的，老伴儿
去世好几年，家里有个儿
子也结婚了。最初孙子小
的时候，张阿姨帮着带孩
子，孙子上了幼儿园以后，
张阿姨自己一个人在儿子
家整天不自在。老姐妹劝
她，你年纪也不大，再找个
伴儿吧！后来有人给她介
绍了陈大爷，张阿姨手托
着腮，眼睛望着天想了半
天，竟然对陈大爷年轻时
候还有点印象。听介绍人
说陈大爷现在退休工资挺
高，再一看陈大爷虽然六
十多岁，但是由于保养得
好看起来很年轻，举手投
足都透着有见识的样子，
心里就活泛起来。而张阿
姨，比陈大爷年轻十几岁
呢，长相端正、性格温和不
说，平时还爱读书看报。
介绍人安排他们相亲，一
见面，两人立马看对眼了。

陈大爷跟儿子说找了
个后老伴儿的时候，儿子虽
然心里不得劲，但是也不能
阻拦，毕竟自己也不能时时
陪着老爸，静下来想想老爸
自己在家确实挺孤单的，就
默许了。

转天儿子不放心，又给
陈大爷打电话：“爸，你是
怎么想的，你要跟张阿姨
领结婚证吗？”陈大爷沉吟
了一下：“我是这么打算
的，我不跟你张阿姨领证，
领证会牵扯很多问题，我
不想以后给你找麻烦。我
自己退休金一个月一万
多，如果生病了有医保，我

还有点存款，以后有事也
不会让你们花钱。但是也
不 能 亏 待 你 张 阿 姨 ，是
吧？你张阿姨没工作，再
走一步呢，也是图个生活
保障。我就想把我每个月
工资的一大半给你张阿
姨，作为我俩的生活费，钱
怎么花她做主。你觉得怎
么样？”

儿子思量了一下，觉得
老爸这么打算既替他考
虑，也为张阿姨着想。只
要不领证，家里的房子跟
张阿姨没关系，以后还是
他的。老爸的一大半退休
工资给张阿姨，刨去各种
挑费，张阿姨还能存下点
钱，她没有工作，将来养老
确实得有点存项。儿子又
问：“张阿姨同意吗？”陈大
爷说：“她同意，而且也跟
她的儿子说好了。”

虽是各取所需，搭
伴儿也能过出感情

过了几天，张阿姨就正
式搬到了陈大爷家。张阿
姨干活麻利，什么时候都
笑盈盈的，陈大爷家被收
拾得干净利落，今天包饺
子明天蒸馒头，陈大爷想
吃啥张阿姨就给做啥。两
个人在家商量吃啥去哪里
遛弯，闲着就谈天说地，说
的都是家乡的那些事儿，
小时候的事儿，两个人在
家 飙 土 话 ，说 得 可 带 劲
了。张阿姨做了包子蒸了
馒头就给陈大爷的儿子打
电话，让他过来拿。当陈
大爷的儿子提着那沉甸甸
的一大袋子包子或者馒头
的时候，心里也慢慢接受
了张阿姨。周六周日，张
阿姨经常让陈大爷打电话
喊儿子一家回来吃饭，张
阿姨做一大桌子菜，一家
人热热闹闹，都挺开心的。

没过多久，陈大爷的脸
色就红润起来，脸上漾着
笑，一看就是心里舒坦。而
张阿姨呢，家务活对她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除了日
常花费手里还剩不少钱，也
开心得不得了，对陈大爷更

好了。
不知不觉过了十几年，

陈大爷快八十岁了。张阿
姨和陈大爷早已过出了默
契，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
要什么，只要一出门就形影
不离，虽然也有小矛盾，但
是都在内部消化掉了。

某天夜里，张阿姨忽
然给陈大爷儿子打电话，
说陈大爷难受得很，让他
赶紧过来。陈大爷儿子一
边往家赶，一边打120。等
陈大爷儿子赶回家，120也
到了。

几个人急忙把陈大爷
送到医院，陈大爷病得还挺
重，当时就住院了。陈大爷
的儿子偷偷看看张阿姨，心
想：“张阿姨也没跟我爸结
婚，现在老爷子生病了，不
知道还管不管老爷子。”没
想到张阿姨跑前跑后、端茶
送水，一如既往地对老爷子

好，陈大爷儿子悬着的心才
落了地。

陈大爷儿子跟张阿姨
商量好，张阿姨白天护理，
晚上自己顶着，让张阿姨休
息好，别累病了。张阿姨一
看陈大爷儿子这样安排，觉
得这孩子也挺疼她，就欣慰
地答应了。

等陈大爷病好出院，陈
大爷儿子主动说：“爸，我
看张阿姨对你挺好的，她
年龄也大了，照顾您也不
容易，每个月给张阿姨再
添点钱吧。您要是觉得钱
紧张，多给张阿姨的钱我
来出。”陈大爷一看儿子这
么说，这分明是对张阿姨
多年来付出的认可，赶紧
说：“你说的对，以后每个
月再给你张阿姨添点钱，
我这有钱，你有这份心就
够了，这样你张阿姨以后
也有保障了。”

相互取暖,搭伴儿养老也幸福
窗外风

老年问题专家郝麦收

教授表示，同居而不领证、

“搭伴儿”养老，是时下一些

老年人的选择。这种方式

有一定的现实考量，但也存

在一定的风险。男女双方

想要“搭”出一个稳定、幸福

的晚年，同居前就应针对同

居后的住房、金钱、养老等

内容做好约定，最好实行公

证，双方才能“心明眼亮”地

过日子。

以今天的故事为例：

陈大爷与张阿姨对共同生

活阶段的财务问题做出了

安排，并且获得了双方子

女的认可，这成为他们幸

福生活的重要基础。郝麦

收教授表示，老年再婚或

同居中，因为女方年龄小

（如张阿姨比陈大爷小十

多岁），男方往往先逝。男

方去世后，女方如何养

老？对此，男方生前就应

做好“对女方负责到底”的

安排：不但为女方目前的

生活负责，还要为女方做

长期打算，尤其是女方收

入较低、且缺少社会保险

的情况下。男方平时就该

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女方的

“养老储备金”，这个储备

金在女方半失能、全失能、

临终关怀、丧葬等时刻急

用。对于男方去世后女方

的居住方式也要在约定书

里写明确，这点不写清楚，

女方心里就不踏实。故事

中两位老人没有对张阿姨

落单后的生活做出安排，

是有欠缺的，是契约和法

律的一些空白。

郝麦收教授还提醒：老

年再婚和同居中，当女方全

心全意照料男方时，男方

“对女方负责到底”的精神

是男方责任感的体现，也是

人格善良的标志。

为了避免财产方

面的纷争，如今一些

老年人只搭伴儿不领

证，他们甚至在同居

前把钱与房的问题约

定得一清二楚。而不

少案例也表明，这样

的黄昏恋“谈钱不伤

感情”。

“心明眼亮”搭伴儿过日子

李志平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