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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聊 A11

我养育五个儿女
如今却老无所依

今年中秋节，我照例是一个人

度过的。其实，这3年里，就连春

节我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住在一套老房子里，没有暖

气，也没有电梯，如果我不开电视

机，家里就像死一般寂静。我现在

年龄大了，腿脚不便，下楼买菜都

很勉强，可五个儿女一个个都躲得

远远的，依靠不上。

过春节时，孩子们都不回来，

我打电话给他们，问：“你们是不是

都不管我了？”他们好像商量好似

的，说：“谁不管你了？”接下来，他

们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搪塞我，比如

说要值班、要陪孩子、要出游等。

我是个很要强的人，他们不来我也

不求他们，冷冷地回他们道：“你们

不来，我也照样活得好好的！”

我嘴上硬气，心里其实很苦，

背地里经常流泪。大儿子最让我

伤心，他曾经拍着胸脯说：“爸，以

后你们养老的事就包在我身上。”

可转眼间，他就变了脸，打电话不

接，发微信不回，逢年过节也不回

来。偶尔来看我一次，

我哪句话说得不

中听，他就跟我拍

桌子瞪眼。

我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在外

地，不过离洛阳不远，大儿子和另外一个女儿在洛阳。

之前逢年过节，或者我和老伴儿过生日，孩子们都会回

来团聚，一家人热热闹闹的。

我和老伴儿很欣慰，常感慨我们这辈子值了，五个

孩子都有稳定的工作，有的在事业上还小有成就，不用

我们操心。我和老伴儿身体也不错，以后可以颐养天

年了。

谁承想，因为房子的事情，这一切都变了。

单位要盖家属楼，内部职工能以比较优惠的价格

购买，我和老伴儿商量，我们有房子住，不要也罢。大

儿子听说后，跑来跟我说他想要，他跟儿子、儿媳妇在

一起住多有不便，正想着再买套房分开住，这个机会太

难得，不能放弃。

我想几个孩子就大儿子住房紧张，名额就给他

吧。再说，小儿子和女儿们各家都有两三套房，他们肯

定不会有啥意见，便自作主张没和他们商量。

自从大儿子顶我的名买了房后，对我和老伴儿关

怀备至，还隔三岔五给我们送好吃的，带我们下馆子。

新房交房后，孙子装修好搬了进去，大儿子对我忽然

变了脸，十天半月不打电话。我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他

总说忙，就连之前常来唠嗑的大儿媳妇也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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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虽然年迈，但语言

流利，思维清晰。谈起儿

女，他显得心酸又无奈。

2 房子到手了，大儿子变脸了

3 儿女们好像把我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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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买房这件事其他孩子知道后，家里顿时像

炸了窝。大女儿说，这么重要的事，凭什么不跟她说？

二女儿说，让老大按照市场价作价，大家一起分钱；三

女儿说，她从小不受待见，从房子上再一次印证了；小

儿子说，你们对大儿子好，以后养老就靠他吧！看孩子

们一个个这样的态度，我气得拍桌子：“这房子我有资

格买，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原本这次聚餐是孩子们为我庆祝生日的，最后闹

得不欢而散。后来，每次家庭聚会，儿女们都会因为这

件事而大吵大闹。再往后，他们索性也不聚了。

老伴儿在世时，儿女们还时不时来探望我们，老伴

儿去世后，他们好像把我遗忘了，再没人关心我的死活。

一想到当初我为这五个孩子付出的艰辛，我就想

落泪。孩子们小的时候，我和老伴儿分居两地，五个孩

子，我和我妈照顾三个，老伴儿和丈母娘在外地照顾两

个。生活把我和老伴儿逼成了工作狂，为了能多挣钱，

我没日没夜地干活，晚上11点前基本上没回过家，老

伴儿也是如此。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花销也越来越大，我和老伴儿

又提前退休下海经商，一番打拼事业小有成就，我们给

五个儿女都安排了不错的工作，还送给他们每个人一

套房。后来，我和老伴儿还挨个儿帮他们带孩子，平时

也不少贴补他们钱。没想到，我把能给的都给他们了，

如今手里没钱了，只剩下我住的老房子和我这

把老骨头，他们对我就像对待吃干榨净的甘蔗，

就这样无情地抛弃了。

面对这样不孝的儿女，我该怎

么办？

人到暮年，都希望能享受儿孙绕膝、家

庭和睦的幸福生活。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不少老人晚年感到孤独、凄凉，甚至有些子

女对他们不管不顾，缺乏关怀。

当我们揭开他们家庭关系的面纱，了

解他们家庭关系的一段段过往后，也许难

免感慨，如今的苦果，有些可能已早有端

倪。就如文中的斌（化名），他和老伴儿早

年一心扑到了工作上，孩子们两地生活，缺

乏家庭的爱和父母的照拂。斌却忽视了这

些，对孩子爱的表达方式就是给钱、给房

子、安排工作等，而这种帮助看似是父母的

爱，却也隐含着一种对孩子的控制欲。斌

和孩子们之间缺乏情感沟通，更多的是摆

出家长式的权威，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

处理事情武断、自我，即使晚年需要依靠孩

子，也无法用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子女

情感上的需求。

作为子女，他们之间有血缘亲情，但也

有竞争关系。从小到大，他们从父母身上

获得的情感比较稀缺，物质就成了他们衡

量能得到多少爱的重要标准。所以，他们

对物质利益更容易斤斤计较，争钱、争房产

的背后，其实就是在争爱。

意识到这一点，斌对子女为了房子争吵

不休表示理解，也认识到今天的局面，子女

不孝固然有错，但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建议斌：

首先，要学会示弱。你弱下来，才能

激起孩子们的保护欲，“你们不来，我也照

样活得好好的！”这样的话，今后一定要

少说。

其次，多打感情牌。学会不时地表达

对孩子们亲情的需求，多说“你们来看我，

我会很高兴”这样的话，增强和孩子们之间

的情感联系。

再次，理性解决养老问题。试着和孩

子们商议，将住房赠予愿意主动为自己养

老的子女。

最后，不对儿女们

有过高期待，或者请社

区工作人员出面调解，

必要时也可以走法律程

序，让孩子们尽到对自

己的赡养义务。

解
忧
聊
天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