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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热读 A07

记者
观察

“我妈今年85岁了，在80

岁以前，她的钱都是她自己保

管的。后来，她担心自己年龄

大了，容易上当受骗，才交由

我三妹管的。”市民王女士说，

她三妹在银行工作，有丰富的

投资理财经验。她将老人的

存款一部分买成了稳健型的

理财产品，另一部分用于母亲

平时生活、保姆费，以及应对

突发情况。一家人都认为这

样做很周到。

“我父母都快70岁了，两

个人退休金七八千元，他们没

有跟我们两兄弟说过财产怎

么分，或者银行卡密码。我们

做儿子的也从来没想过要他

们的钱，反而盼着他们能多花

钱，多玩玩、多转转、好好养

生，多陪陪我们。”80后市民

杨杰说，老人的一系列密码

告诉不告诉子女，老人有着

自己的评判标准；作为子女

不要惦记，甚至紧盯着家里

老人的财产，要清楚他们有

钱，生活得好，身体健康，子

女的压力才会小。

采访中，记者发现，年龄

在7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老

人，普遍选择暂不将家庭财务

情况、密码等信息告诉子女；

年龄在70岁以上的，尤其是

有心脑血管等疾病的老人，会

选择提前告诉子女密码等信

息，或干脆交由子女保管。

“其实，李慧芳老人的困

惑，也是不少老人的困惑。

要解除这一困惑并不难，那

就是‘因人而异’。”洛阳晚

报老年报道顾问团成员赵

春阳说，老人可以先将密码

及财产明细列出，随后以遗

嘱的形式或者“保险箱”的

形式存放好。如果子女品

行端正，能做到不强求、不

贪图、不依赖，就可以在老

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将相关

信息告诉子女；如果子女做

得不好，老人应以保障自身

利益和幸福为前提，作出慎

重选择。

手头的“财务密码”，您会不会告诉子女

□洛报融媒记者 张人杰

在上一期有关老人“密码管理”的报

道中，我们介绍了在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密

码面前，老人的困惑和无奈。（详见本报

28日A06版）今天，我们一同聊聊关于

“老人要不要把密码告诉子女”的话题。

就在前不久，今年78岁的读者李慧

芳（化名）老人打来电话，讲述了她遇到

的一件烦心事：“我和现在的老伴儿在一

起生活了20多年，虽是‘黄昏恋’，但感情

一直比较稳定，可最近生活中发生了点儿

分歧。”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情引发了两位老

人的分歧？

1999 年，李慧芳经人介绍，和现在

的老伴儿走到了一起，并于1年后领了

结婚证。

为了做到经济上相对独立，李慧芳

和老伴儿在婚前就明确了财产、赡养的

问题。

“他的钱，一部分在存有退休金的

卡上，交由他儿子保管；另一部分积蓄

存在一个‘折子’上，他自己拿着。我

的则是我自己保管。”李慧芳说，因为

性格互补、兴趣相近，这么多年他们一

直相处融洽。可就在去年，老伴儿突

发疾病需要手术，她按照此前约定，向

老伴儿的儿子要手术费，却发现他拿

不出来。

“为了治病、应急，我先用我的钱垫上

了。”李慧芳说，老伴儿出院后，也没问儿

子要，而是直接从他的存折上取了钱，转

了过来。

“经过这件事儿后，家里的气氛就

有了微妙的变化，老伴儿总是长吁短

叹。”李慧芳说，经过询问，她才知道，

原来老伴儿是在犹豫要不要跟儿子

“交底”。

“老伴儿之所以犹豫，一方面是担心

他再出现突发状况或突然离世，儿子不知

道存折密码，以后会徒增许多麻烦；另一

方面也是担心把‘折子’和密码告诉儿子，

出现和这次生病一样的情况，给我带来困

扰。”李慧芳说，到底该不该“交底”？不

“交底”，万一真有那么一天，会不会引发

家庭矛盾？要是“交底”，又该如何处理好

和子女的关系呢？

“我不建议老人过早地

将财产数额告诉子女。人到

了晚年，本来经济来源就有

限，子女孝顺还好点儿。如

果子女不孝，且知晓了老人

有存款，惦记上，隔三岔五地

‘啃老’，那么老人不但过不

好，还会少一层保障。”今年

63岁的梁先生说，他一个朋

友就是因为过早地将财务情

况告诉子女，结果到老了无

人照顾。

梁先生的朋友今年 69

岁，他的老伴儿3年前去世，

在老伴儿去世后不久，梁先生

的朋友就将家里的财务情况

告诉了女儿。起初，一切都还

好，女儿也没有问他要钱。后

来，梁先生的朋友认识了一个

同样丧偶的女士，在俩人确定

了关系，生活在一起后，女儿

就经常跟老人要钱。今天要

给孩子报班了，明天要换车

了，后天生意上急需钱备货

了……一个原本孝顺的孩子，

在父亲生病时，以生意忙为

由，并没有及时去看望。梁先

生说：“朋友出院后，他女儿又

上门要钱，态度变得非常好。

我那个朋友后悔极了。”

采访中，不少受访者表

示，老人，尤其是刚退休的老

人不要过早地将财产情况、银

行卡、存折密码告诉子女，避

免他们由于一些因素，产生依

赖心理。

“我是 50 后，已年近古

稀，家里就一个儿子。因此，

我们夫妻俩很早就跟儿子说

过家里的财务情况，尤其是

他出国前，更是抄了一份银

行卡、保险、理财产品的清单

让他看，并将家里的房本、户

口簿等重要证件放在哪儿都

告诉了他，让他好好记住，还

告诉他如果我或者他母亲出

了意外，要去哪家保险公司

理赔，大概能赔多少钱。”68

岁的张先生说，这可能是当

时分离前焦虑的表现，但同

时也是一种对他的信任。他

说：“儿子学成归来，如今拥

有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小家

庭，我们也不担心百年之后的

事情，挺好的。”

“我是因为一件事，决定

将密码都告诉女儿的。”退休

教师黄女士说，这几年她帮

着女儿带孩子，有一天，女儿

一脸严肃地走到她面前，要

求她改手机的开机、移动支

付密码。

当时，黄女士被说得一

愣，听了女儿解释才知道，原

来自己7岁的外孙女偷偷地

用她的手机在网上买了好几

样玩具。

“女儿对我说，这样极容

易让孩子养成不劳而获的习

惯。听了她的话后，我很高

兴，觉得女儿长大了。第二

天，我将家里的财务情况和相

关密码都告诉了她，并叮嘱她

如果有一天我生病，急需用

钱，就可以用这卡里的钱。”黄

女士说，人到了晚年，既要和

以前一样走好每一步，但同时

又要考虑到最后一步，毕竟未

雨绸缪才能近处无忧。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

外哪个先来。因此，为了避免

以后因为不知道密码所带来

的麻烦，我四五年前便将家里

的相关密码告诉了孩子。”65

岁的市民刘女士说，可孩子听

后十分紧张，连声说你自己的

钱自己管着，想吃啥、想去哪

儿玩，用起来都方便，不用交

给他管。

老人的存款和住房，是他

们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采

访中，记者发现，支持“交底”

的家长多是子女孝顺的家庭，

老人基于对家庭和自己的责

任，也出于对子女的信任，才

提前“交底”的。

1 困惑：到底该不该“交底”

3 支持声音：应该“交底”

2 反对声音：不能“交底”

4 方法选择：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