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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里短

点评

张大妈是一片好心，不过

她操持的“提前分家产”却差

点让母子失和。为什么好的

出发点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

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张大妈

的关注点出现了偏差：过于关

注子女，而没关注自己。

提前分家产是为了让孩

子们将来避免纷争、和睦相

处，张大妈着眼“未来”，关注

“儿女”，却忘了着眼“当下”，

关注“自己”。此时此刻，张大

妈最需要关注的其实是自己

的养老问题：从现在直至离开

这个世界，自己住在哪最踏

实？生活成本怎么解决？患

重病如何医治？如将来失能，

有没有预留资金住养老院或

请护工……思考得越细致，越

会意识到：老年人守住房子和

存款，才是养老真正的底气和

保障，才能让晚年过得更加幸

福和舒心。过早地把财物分

给孩子们，某种程度上不仅无

法保障自己，还容易增加养老

的风险。当然，经济富裕的老

人出于对子女的关爱，也可以

跟孩子们分享财富，帮他们改

善居住条件或更好地培养下

一代。前提是，支出的比例不

会动摇自己的晚年生活。

作为儿女，也要换位思考，

理解并尊重父母把大部分财产

用于自己养老的选择。实际

上，他们晚年生活自主、自立，

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

我家和对门差不多同时开始
装修。我每次来看新房时，总能
看到对门有一位大爷在现场“监
督”装修，听老人的口气，房子是
给孩子结婚准备的，但孩子工作
忙，而他赋闲在家，装修的事自然
要多操点心了。

还别说，老人对装修并非门外
汉，他时常移步我家，和我交流心
得体会。“家庭装修，重要的是实
用，不要一味追求好看。”老人经常
在我面前亮出他的“装修观”，我虽
不太赞同，但也不好否定他，只好
敷衍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装修进行到一个月，对门的
“监工队伍”扩大了——大妈也经
常上工地来。通过与大妈对话，我
感觉无论审美还是消费，她都比大
爷更接近潮流。“装修嘛，当然要有
点档次，否则直接搬进来就是了！”
大妈的“装修观”我是非常赞成的。
详细察看了我家的背景墙、酒柜、玄
关、吊顶后，大妈得出结论：“你家装
得比我家豪华多了！”我则打马虎
眼：“你家装得简洁实用，也不错。”
说完，又补了一句：“马上要铺木地
板了，露在明面上的东西，建议尽量
买好一点的。”大妈点头称是。

几天后，对门两位老人为装
修的事在争吵。大爷的声音听不
清楚，大妈的声音则很尖：“你就
知道省钱，就不想想咱们孩子一
辈子都住在这里。”我想去劝，却
感觉不合适——人家老两口儿争
几句，你掺和什么呀！

翌日，对门开始铺木地板，就
是我推荐给大妈的那种高档实木
地板。我去参观时，大妈并不在
场。大爷无奈地对我说：“就你的
那一句建议，木地板我多花了一万
块钱。”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哎，大
爷你和大妈不是一家人嘛！”大爷
一个劲地摆手：“不是，不是……”

接下来我才明白怎么回事
了。原来大爷和大妈只是亲
家，并非老两口儿。早在购房
前，两亲家就商定：男方（以大
妈为代表）只负责买房子，女方
（以大爷为代表）则承担装修的
全部花费…… 霍寿喜

我一直没有留意到，母亲
居然有一个化妆盒。

那天，我回母亲家时，接到
一位老友的电话，说中午有个
聚会，邀请我去参加。我忍不
住叹了一口气：“我出门时衣服
穿得很随意，脸上也没擦化妆
品，怎么好意思去参加聚会？”

母亲听了，转身从里屋捧出
一个小木盒，笑吟吟地说：“我这
里有全套的化妆品，你捯饬一
下，保管也能美美地去参加聚
会。”我好奇地打开盒子一看，里
面居然有粉底液、乳液、眉笔等
各种化妆品。我拿起一支口红
在手背上试着抹了一下，立刻闻
到一种刺鼻的味道，有点像油漆
味，抹出来的颜色也不均匀。我
急忙问母亲：“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些东西？质量太差了！”

母亲听我这么一说，脸色
变得有点不大好看：“我从网上
买的啊！我出去跳广场舞时抹
点粉底，再涂点口红，老姐妹们
都说我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

呢！我觉得这些化妆品挺好，
你不爱用就算了！”说着，母亲
满脸不高兴地把她的小盒子收
起来，转身进了里屋，好大一会
儿都不肯出来。

我尴尬地坐在客厅里，顺
手划拉着手机相册。母亲平时
喜欢拍照，这几年我带她出去
玩过几次。我翻看这些旧照片
时才发现，每一张照片里的母
亲，其实都是抹了口红的。我
总以为母亲老了，对衣着打扮
不太在意了，却忽略了她其实
骨子里仍是爱美的。只是她不
懂得如何分辨，更因为一辈子
节俭惯了，所以挑选商品时总
把“便宜、能用”当成标准，于是
她的化妆盒里才积攒了那么多
劣质产品。

那天上午，我又回了一趟
自己的家，虽然我平时不喜欢
化妆，基本的护肤品还是齐全
的，我把这些东西带到娘家，当

着母亲的面示范我的面霜怎么
用，质量好的口红抹出来的效
果是什么样子。母亲认真比较
一番，终于服气了：“一分钱一
分货，看来我买的那些东西真
不行呀……”

母亲的叹息刺痛了我的
心，我立刻拿出手机下单，把我
日常用的护肤品都给母亲买了
一份，然后笑着说：“从今以后，
咱俩就用同款化妆品了，这也
叫‘亲情妆’……”

从此，母亲的化妆盒里再
也没有了那些劣质的化妆品，
取而代之的是我为她精心挑选
的护肤品和彩妆。每次要和老
姐妹们出去跳舞或逛街时，她
都会认真地涂抹，然后开心地
照照镜子，仿佛找回了年轻时
的自信和美丽。而我，也学会
了更加细心地观察和理解母
亲，不再忽视她对美的追求。
只要母亲愿意，我会一直陪她
共享“亲情妆”，也一起共享生
活中的美好时光。 张军霞

老太太分家产，自
住房留给小儿子

张大妈是小区里公认的
有福之人。老宅子拆迁补偿
了三套房子，加上张大妈自己
住的那套，就有了四套房产，
她退休金不低身体还挺好，四
个孩子两儿两女都挺孝顺，时
不时过来给张大妈送这送那，
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张大
妈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张大妈经常说：“要是老
头子还活着，这日子多好呀！
唉，老头子就是没福气，死得
太早……”孩子们都劝她：“人
死不能复生，您老人家好好
的，就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

星期天的时候，张大妈心
满意足地看着孩子们在家里
忙活，有做饭的，有打扫卫生
的，孙辈里有叫张大妈姥姥
的，也有叫张大妈奶奶的，一
周有这么一天热热闹闹的，张
大妈觉得日子过得真带劲。

等大家吃饱喝足，孩子们
也消停了，张大妈对儿女们说：
“有个事要跟你们说一下，这个
事我想了很久，我决定把家里
的四套房子给你们分一下。我
老了，怕万一有事来不及说，所
以想提前给你们分分。”四个孩
子面面相觑，想不通老母亲为
啥忽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
看张大妈认真的模样，分明就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还是大闺女反应快，赶紧
说：“妈，您身体这么好，怎么
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等以后
再说吧。”张大妈坚决地摇摇
头：“我还是提前把后事交代
一下比较好，你看看那个谁，
一声不吭就走了，留下一摊子
烂事，让孩子们也不团结了。”

张大妈这么一说，大闺女
也不吭声了。张大妈把三套
拆迁房分配了一下，说自己住
的这套120㎡的房子就留给小
儿子，这套房子是学区房，小
孙子过两年读小学正好。

张大妈住的这套两居室，
是四套房子里位置最好的，周
边有学校、医院、超市。别的
儿女虽然心里有点不得劲，觉
得张大妈有点不太公平，可是
也都没说啥，既然张大妈想给
小儿子，那就给吧。

小儿子想提前“收
房”，搬来和老娘同住

过了些日子，小儿子两口子
觉得，既然张大妈现在住的房子
将来就是他们的，还不如提前搬
过来，一来让孩子熟悉一下环
境，二来这房子的周边配套可比
他们自己的房子强多了。于是
俩人就跟张大妈说打算搬过来

住，张大妈原本想百年之后再把
房子给小儿子，可是禁不住小儿
子和儿媳央求，只好答应了。

小儿子一家欢天喜地地
搬进来，最初那段日子，张大
妈觉得儿孙绕膝确实挺幸
福。可没过多久，张大妈开始
觉得别扭：小儿子和儿媳不再
那么勤快，家务活渐渐都扔给
了张大妈。张大妈平时是一
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小儿子一
家搬来后，刚开始，儿媳还帮
着做饭，后来因为工作忙就不
做了。张大妈没办法，只好强
打精神做饭。由于家里人多，
每天的晚饭都得张罗好几个
菜，弄得张大妈疲惫不堪。小
孙子调皮捣蛋，家里到处都乱
七八糟的，衣服、玩具、鞋子、
袜子……前脚刚收拾好，后脚
小孙子就又祸祸上了。整洁惯
了的张大妈那个头疼就别提
了。张大妈原来都是晚上九点
多就睡觉，早晨早起锻炼，可是
小儿子一家三口儿都是夜猫
子，张大妈关起房门也被吵得
睡不着，清净惯了的张大妈被
折腾得血压都升高了。张大妈
唉声叹气地躺在床上，却不能
说，怕说了儿媳不高兴。

其实有意见的还有张大
妈另外的三个孩子，原来的时
候，他们休息日过来看望张大
妈，觉得那是自己老妈的家，
来了做饭、打扫卫生随意得
很，想干啥就干啥，想吃点啥
就自己去做。可是自从最小
的弟弟搬进来，他们再来就浑
身不自在，这哪里是回自己老
妈家，这分明就是去了自己弟
弟家，弟弟、弟媳才是房子的
主人。与其来了看弟弟、弟媳
的脸色，还不如不来。

生活习惯不同，老
太让小儿子搬走

那天，张大妈打扫完卫
生，累得腰酸背痛，刚想在沙
发上躺躺，小儿媳就带着孩子
回来了。一进门大包小包的
扔到地上、茶几上，鞋子在门
口东一只西一只，娘儿俩脱外
套，顺手扔到沙发上，差点把
张大妈埋在衣服底下。张大
妈赶紧从沙发上爬起来，看着
自己刚收拾好的家，转眼工夫
就变得乱糟糟的，张大妈心底
“腾”地升起一股火，她觉得这
样的日子再过下去，自己没病
也要被折腾出病来。

等晚上小儿子回来，张大
妈说自己年龄大了，跟年轻人
住在一起不习惯，吃不到一块
儿，玩不到一起，作息时间也不
同，“你们还是搬回自己家吧”。

小儿子一听，愣了一下
说：“妈，您说这套房子就是给
我的，所以我才搬过来，您现
在又不让我住了，让我走，不
合适吧。”儿媳也沉着脸，大声
嚷嚷孩子发泄不满。

张大妈是铁了心想让小
儿子一家走，见小儿子不主动
搬家，她就私下找到其他几个
孩子商量。孩子们同情老妈

的遭遇，一起找到弟弟，苦口
婆心地劝说。小儿子、儿媳虽
然有点不情愿，但也不想犯众
怒，而且不愿落下把老太太气
病的名声，于是趁张大妈去亲
戚家串门，悄无声息地搬走
了，连声“再见”都没说。

过后几个孩子再去老妈
那聚会，小儿子和儿媳连着
好几次都没出现。张大妈虽
然心里不得劲，但还是宽慰

自己：“过些日子他们缓过劲
来就好了。”别的孩子也紧着
撺掇弟弟、弟媳上门，大家每
次去老妈家都给他们打电话
说一声。最初小儿子情绪不
好，过了一段时间，小儿子、
儿媳口气缓和了不少。张大
妈呢，她早就打算好了，等小
儿子一家再来，一定提前准
备好吃的好喝的，给小孙子
买个大礼物！

提前把房子分给儿女，老太后悔了
窗外风

为防儿女将来因分钱

物发生纠纷，老太决定生

前就把房子给孩子们分个

“明明白白”。老太的初衷

挺好，不过事情后来的走

向却是她没想到的……

别给自己“挖坑”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俞雪芽

装修

“亲情妆”

杨丽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