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看法：
各不相同 各有说辞

对于老年人再婚一事，记者
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

其中很多市民表示不以为
然，甚至不屑地说：“都这把年纪
了，还谈什么爱情，丢人现眼。”

“在家没事了接送孙子孙女上下

学，帮帮孩子的忙，每天膝下承
欢，这不也是很美的事吗，何必
再婚找麻烦。”

也有市民表示，相比年轻人，
老年人圈子相对狭窄，空虚寂寞
的程度也更高。同时老年人随着

年龄日渐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
滑，意外和疾病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找上门来。正因为如此，他
们希望找一位老伴，相携走过余
生，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看待
老年人再婚。

单身老年人：
渴望再婚 可自己说了不算

采访中，许多单身老年人表
示，对于他们老年人来说，也渴望
爱情，也渴望找到相互关爱的另
一半，说说悄悄话，相互体贴，相
互关心，老有所伴。

“可找不找是孩子们说了算，

我们说了不算。”“心有所思，而不
敢动，得看孩子们的想法。”这些
话无疑显示了许多老年人希望再
婚所遇到的无奈。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
婚姻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

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与独居老年
人相比，和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更
加健康，与无配偶的老年人相比，
有配偶的老年人幸福指数、安全
指数都更高。

业内人士：
老年人选择伴侣要谨慎

再婚后的苦恼 为钱伤了感情
家住我市健宏小区的吴女士，

2010 年丈夫因病去世后，她就去了安
阳女儿家，因为女儿怀孕了。在女儿
家待了十几年，直到小外孙能独自上
学，加上亲家母退休了，可以帮忙照
顾外孙，吴女士就闲下来回到了新乡
的家。

吴女士今年66岁，她不爱打牌、不
跳广场舞，也舍不得花钱去旅游，所以
大部分时间都没事干。在好姐妹的建
议下，吴女士去做小时工，就是每天去
给 70 岁的李先生做饭。吴女士爱干
净，手脚勤快，做的饭菜也营养美味，

深得李先生的喜欢。时间一长，两位
老人有了感情。

双方子女知道此事后，都很开明，
看出了他们的意思就支持他们再婚。
李先生的儿子说，现在法律非常完善，
二老只要将房产提前做好公证，今后
两个人各拿出一部分退休金放在一起
花。吴女士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再婚后，吴女士搬进了李先生的
家。老两口相敬如宾，一大早一起去
买菜，吴女士做饭，李先生拖地、洗碗，
吃完饭后老两口牵着手去散会儿步。
双方子女都忍不住羡慕他们，说老了

老了两人有福了。
2023年3月，吴女士把自己闲置许

久的三居室租了出去，每月2000元钱
的房租。“老李得知后不同意了，说因
为我住进了他们家，我自己的房子才
能出租，所以我的房租应该用来支付
两人的生活费。或者每月给他1000元
钱也行。”吴女士说。

李先生的话激怒了吴女士，她把
藏在心底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我和你
结婚后，每天给你做饭、洗衣、收拾屋
子，你孩子每周末回来，我还要给他们
做饭，我这样的保姆，每月至少能拿

3000 元钱！你一分钱没给我，我还把
自己的退休金都搭进来了！”

那次吵完架后，吴女士和李先生
都憋着一股气，不再像之前那样一起
买菜、做饭，连话也很少说了。李先
生的子女回家，吴女士总找借口出
门，一家人过成了两家人，到最后买
点儿蔬菜都要斤斤计较。吴女士想
到了离婚。

2024年3月，吴女士和李先生离婚
了，吴女士又开始做钟点工，但她说：

“我不接伺候单身老头儿的活儿，因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儿子儿媳反对 老人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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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爱的苦恼

走近银发老年人婚恋的背后
□记者张世彬

近日，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丧偶
老人将近5000万。另外，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80%的丧偶老人有再
婚愿望，但其中真正进行婚姻登记的不足一成。

孤独感是我国目前庞大的单身老年群体无法回避的困境。
在我国，老年人再婚面临着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往会牵扯到双方子

女、婚后生活习惯、财产如何分配等等。那么，我市的一些丧偶老人婚姻状
况又是怎样？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走访。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尽管一部分丧偶老年人相亲找伴侣的需求强烈，
但他们对结婚的渴望已经不再像年轻时一样强烈，更加在意的是实实在在
的陪伴。他们再婚的重心是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而不是对结婚的执念。

家住我市大学源小区的王女士，
今年 64 岁，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老师。
丈夫去世得早，王女士一个人带大了
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如今都已成家立
业，王女士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开始
一段新的婚姻。

“我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年
轻时放弃再婚，是担心新找的伴侣处
理不好家庭关系，会给孩子们心理带
来阴影。”王女士说，退休后她独自一
人居住，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她相

对良好的身体和经济状况，都是朋友
所羡慕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女
士感觉精神上很孤单。

2023年6月，在朋友介绍下，王女
士认识了赵先生。两人年龄相差不
多，一来二去接触中，彼此都很满意。
对于两位老人的婚事，赵先生儿女都
很赞成。可到了王女士两个儿子这
里，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他们想不
通，自己的母亲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
到了老年，却要再婚。

王女士说，两个儿子都受过高等
教育，都可以理解老人除了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有需求也是非常正常的。但
道理归道理，事情轮到两个儿子头上，
接受起来就颇为困难了。

自从王女士和赵先生交往后，两个
儿子就开始和王女士闹别扭，节假日也
不常回来看王女士了，有时只是象征性
地打个电话。见到赵先生的时候彼此
都很尴尬，儿子们从来不搭理赵先生。

“没人让他们叫爸爸，叫声叔叔总

可以吧？实在不行，叫声赵老师总可
以吧？”王女士叹息。这事就算了，可
最让她难过的是，两个儿媳找上门来，
给她上了一堂亲情课，内容就是不要
为老不尊，明确告诉王女士，如果再和
赵先生来往，就断绝关系。

采访结束时，王女士对记者说：
“孩子们觉察不到，总认为他们的母亲
是个乐观的人，可我一个人的孤单谁
知道。尤其退休后，闲余时间多了，日
子突然变得漫长无比。”

我市有着20多年婚介工作经验的张燕说，
除了对爱情的追求外，老年人寻求伴侣，是在抵
抗对孤独感的恐惧，同时也是在寻求暮年生活
的安稳。老年人再婚往往会牵扯到子女抚养、
婚后生活习惯、财产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
题都是决定他们再婚后是否幸福的主要因素，
所以老年人在选择伴侣时更要小心谨慎。

张燕说，来他们婚介所登记的老年人中，受
子女支持的占 20%，遭到子女反对的占 80%。
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子女担心老人婚后把名下
的房产、存款等分给另一半，影响他们的财产继
承，甚至担心老人被骗婚骗财。

张燕表示，为减少子女的担忧，经他们牵线
搭桥的老人超过一半选择“伴而不婚”，一旦一
方身体有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往往各回各
家，由其子女照顾或进养老院安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