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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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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年人和年轻一辈不同
观念的碰撞，义乌市城市有爱公益
协会副秘书长、“亲青帮”工作室副
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贾春梅
认为，这与两代人早期生活体验、
经历的差异密切相关。

“由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
同，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导致老
年人和年轻人在消费心理和习惯
方面有巨大的差别。”贾春梅表示，
现在的老年人绝大多数都是从我
国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生活环境
中走过来的，普遍具有忧患意识、
节俭习惯，喜欢囤积食物或生活类
用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不管
是否有用，我先放起来，说不定什
么时候就用上了”。

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
环境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
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早已不
再为“吃饱穿暖”发愁，对生活品质
方面的要求是与日俱增。他们在购
买食物和生活用品等商品时，很少
只考虑物品的实用价值，更多的则
要求其有健康、安全、设计、品牌、
个性特点等诸多外在的附加条件。

不一样的成长环境导致了不
一样的消费心理，老年人和年轻人
在判断同一件物品的价值时，会产
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如一件衣服旧了，老年人
会认为衣服旧一点没关系，只要保暖即可；而年轻
人则会认为，衣服旧了就失去了其最重要的价值，
就可以丢掉买新的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矛盾
的产生就是因为家人不一样的思维习惯、消费观
念导致的，看上去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
时间久了，慢慢积累，也会变成家庭的“大矛盾”。

生活中，我们如何与老年人沟通，让他们不再
过度“节俭”呢？贾春梅建议，首先要学会理解老年
人，耐心倾听他们的“唠叨”。不管是社会，还是家
庭，正因为有了老一辈人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
优越的生活条件，我们对他们应该永远心怀感恩
之情。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很简单，虽然随着身体
机能不断衰退，反应速度越来越慢，学习新事物的
能力越来越弱，但他们还是希望被别人看到、被周
围人肯定。所以，我们只要平时生活中，对他们表
现出多一份的耐心、多一点的关心，他们就会慢慢
接受我们的一些新消费观念、新生活方式。

在家庭中，与老年人截然相反的是更年轻一
代孩子的消费观念。现在很多老人或父母内心都
有“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想法，这导致了很多
家庭都存在“富养孩子”的情况，让孩子从小就对
金钱和物质条件没有概念，消费时经常出现“大手
大脚”的情况，常常是买了就扔了或不用了。其实，
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我们倡议家长们在教
育孩子时，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更要让孩子树立

“绿色”消费理念，即要有节约、环保、健康为前提
的消费行为，尽量杜绝冲动消费和攀比消费的不
良现象和行为，让勤俭成为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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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婚姻出现问题，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吗？会不会
感觉很丢脸？

心理咨询师答：一个封闭的体系需要外来的干预才
能改变。要是一对夫妻除了家人之外没有其他朋友，这
就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这个封闭的体系是无法自我
改进的，需要外来干涉才有调整和改变的可能。一对懂
得向外求助的夫妇，能够及时做出婚姻所需要的调整，
不让事情恶化到无法挽救。寻找婚姻辅导不应该带有
羞耻感，每一对夫妇都可能会遇到问题，出了问题自己
无法解决，就需要寻求周围朋友、长辈或智者的帮忙和
协调，就比较容易突破自己视野的局限。就像一个人生
病了，要去找医生一样，积极寻找心理辅导帮助解决，往
往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婚姻遇到“坎”
求助于别人丢脸吗？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吵了一辈子，年近耄耋的母亲还要闹离婚。最近，媛
媛（化名）为父母的婚姻头疼不已。

从去年开始，父亲每天出门，向邻居或小区保安讲母
亲的坏话，甚至编造出“虐待”“迫害”“挑拨子女关系”等
故事，说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知情的人信以为真。

老两口就像是一辈子的冤家，隔三岔五，媛媛就会接
到他们的电话，都是来吐槽和抱怨对方的，然后赶回娘
家，帮他们烧菜做家务，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常常
是，做完工作还没回到自己家，电话又打来了，弄得媛媛
疲惫不堪。前两天，社区工作人员又打电话给媛媛，让她
作为长姐出面调解好家庭矛盾，多关心关心老人。

媛媛的父母是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当时，母亲看上
了父亲的帅气，父亲则是看上了母亲的能干和漂亮。两人
相处没多久就结婚了，从此开始了一辈子的争争吵吵。

“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常常想，为什么要把我们生出
来？人家的父母都很恩爱，家庭关系和谐，为啥我的父母是
这个样子的？”媛媛说，自己的父亲除了长相身高不错，真
的找不出其他优点了。他工作能力一般，也没什么朋友。甚
至有些心胸狭窄，凡事斤斤计较，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
事和母亲吵架，有时两个人还会打起来，父亲还会摔东西。

“小时候，我也试图劝过他们不要吵了，可他们只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就听不进去。”媛媛回忆，自己上
初中后，对父母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的相处模式已经
麻木了。媛媛记不得有多少次，父母吵架的时候，她就躲
在自己的房间里，捂着耳朵不想听。后来，她还要安抚吓
哭的弟弟妹妹。上了高中，父母再吵架的时候，媛媛就冷
静地告诉他们，赶紧去离婚吧。既然都过不下去了，何必
呢？结果，他们都停下来不说话。

高中时期，媛媛无数次劝母亲离婚，一方面他们姐弟
三个都可以照顾好自己了，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母亲能过
得轻松一点。可母亲吵归吵，就是不离婚，也许她已经习
惯了这种婚姻模式。在媛媛看来，母亲一次一次的隐忍就
像是在助纣为虐，挺可悲的。“印象中，他们每大吵一次，
我爸就会离家出走好几天，我妈就在家嚎啕大哭，说她是
为了我，为了我才忍着我爸。”媛媛说，每次母亲这样说，
她都很内疚，很罪过。

媛媛的母亲年轻时曾动过离婚的念头，可最终考虑
到孩子的感受，没有走到最后一步，为此，她一直很懊恼，
经常对媛媛姐弟仨说，她是为他们牺牲了自己，还经常怪
媒人，介绍了这么一个男人给她，害了她一辈子。其实，是
她自己下不了决心，因为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离婚不
算多见，况且在那时世人的眼里，离婚就是一种失败，很
不光彩。

媛媛接着说起了自己的父亲。“我爸的重男轻女思想
极其严重，对我和妹妹都极不待见，自从我弟弟出生，我
们两个女儿就成了多余的人。家里有啥好吃的，我爸都会
藏起来，留着给儿子吃。”媛媛说，弟弟每年都能过生日吃
蛋糕，还有玩具等礼物，自己和妹妹出嫁前从没过过生日。
最让她失望的是，自己初中时成绩很好，明明可以考上重
点高中，将来考个大学。父亲一句话就做了决定，“女孩子
读什么大学？能上个中专蛮好了，早点毕业早点挣钱贴补
家里。”而成绩不佳的弟弟，却读了高中再高复一年都没
考上大学，可他依然是家里最“优秀”最受宠的那一个。

去年，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这下可好，母亲愣
是铁了心，无论如何都要跟父亲离婚，“我不怕丢脸也不
怕别人议论，这辈子，离婚是我最大的梦想，哪怕生命只
剩最后一个星期，我也要享受一下自由的滋味！”母亲的
坚决，让媛媛姐弟仨无言以对。

“我们都劝她，看在我爸已经生病的分上，原谅他的胡
说八道吧！他现在是一个病人，还有什么可以和他计较的
呢？”媛媛苦口婆心，母亲却说，日子是她在过，没有人懂她
的痛苦，每天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简直度日如年。

媛媛说，从情感上来说，她是支持母亲离婚的。可现
实情况是，父亲也快80岁了，又得了老年痴呆，离婚还有
啥意义呢？

◎记者手记＞＞＞
若鞋子里有沙子，最好的方法是将其倒出。性格不合

的两个人磕磕绊绊相伴了半个世纪，确实不容易。或许，
婚姻对媛媛的母亲而言，是桎梏，是牢笼。这样的两个人
在一起生活，对方更像是自己鞋子里的一粒沙子，只要抬
脚走路，就会不停地提醒你，折磨你，无法磨合。

这种互相折磨的婚姻，分开，及时止损，或许才是最
佳选择。一辈子太短，媛媛的父母，还没开始好好享受自
由幸福的生活，就走到了暮年。媛媛母亲想离婚的心情完
全可以理解，可是，面对患病的老伴，她的梦想恐怕难以
实现。

老人年纪越大，越是固执，作为子女，只能多去看望
和宽慰，给母亲一个发泄的渠道和出口，如能缓和气氛，
劝说二老和好，不失为一件孝顺的好事。实在不行，可以
考虑让两位老人分居，为患病的父亲选择一家专业照护
的养老机构，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父母晚年要离婚
儿女进退两难世界勤俭日

让勤俭节约
成为新风尚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克勤于邦，克俭于
家”……勤俭，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更是一种前行之中的力量。

2006 年联合国确立每年的 10 月
31日为世界勤俭日。该节日的确立旨
在号召人们勤俭节约以共同应对日益
严重的资源危机，进而促进社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勤俭日到来之际，就“你
勤俭节约了吗”这个话题，日前，记者
在街头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虽然大
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节日，但大家都
知晓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而如今，对于“勤俭”二字，也是各
抒己见。

虽然大多受访者未曾关注过
世界勤俭日，但对于“勤俭”这个
话题大家并不陌生，记者采访不
同的年龄人群发现，中老年人的
认同度还是挺高的。

“现在有些小年轻很会享受，
天不热就打开空调，出门了也不
随手关灯，整天吃饭上饭店……”
今年 91 岁的楼奶奶一说起“勤
俭”，话匣子就打开了，她告诉记
者，自己至今还保持着用手绢的
习惯，几乎不用餐巾纸，家里的小

块儿肥皂收集起来拧成大块继续
用。她说，自己是从“吃不饱穿不
暖”的苦日子里熬过来的，所以非
常能够体会到一粒米、一滴水、一
度电的来之不易。

而中年人群中持有这种观点
的也不少。市民林女士说，“小时
候家里穷，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
的穿，我妈做鞋剩下一个小布条
都舍不得扔，哪像现在，衣服小了
旧了就不穿再买新的。”林女士认
为，浪费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在

生活好了，手头上有了钱。还有一部
分人表达了“物尽其用”的观点。林
女士的丈夫则认为，“勤俭就是不浪
费资源，有意识地节约资源，充分实
现每一份资源的最大效益。”还有人
认为，勤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勤
劳，二是节俭，辛勤劳动和生活节俭
等等。

受访的部分年轻人则认为，进
入全面小康社会后，现在的生活已
经远离了饥荒和物资匮乏，能做到

“不乱花钱”，已是最大程度的勤俭。

不同年龄段谈“勤俭”

“节俭”这一传统美德，在老
年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随着
时代变迁，在不少年轻人看来，一
些老人节俭“过了头”。

雪飞（化名）的母亲是从困难
时代走过来的，多年来形成的勤
俭节约的习惯一直保持着。吃穿
用行上节俭一点也就罢了，家里
人也都理解，从来不干涉老人。可
独独有一个习惯，让全家人很难
接受。

“她就喜欢收集瓶子，家里
的、外面的，她都会捡起来囤在家
里，凑够数了然后卖给收废品
的。”雪飞说，家里空间本来就不
大，瓶子还占据了不少空间，一到

夏天，瓶子的异味实在让人难以
忍受。

“说我妈抠门吧？其实她老
人家真不会算账，出去捡瓶子能
攒多少钱？关键是万一出事，她
自己得受多大罪啊？这不是钱能
衡量的。”雪飞跟记者说，她不止
一次地劝说过母亲，把这些道理
摆给她听，老人口头上答应得好
好的，可还是改不了老习惯。雪
飞无奈地说：“冬天还好一点，等
到夏天，存了好几天的瓶瓶罐罐
不仅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还容易
滋生蚊蝇，传播病毒。可我家老
太太就是改不了，拿她一点办法
都没有。”

“最高发的老年病可能不是心
脑血管病，而是节俭病。”娟娟（化
名）无奈地调侃。“我帮婆婆收拾房
子时，发现有很多新衣服都没剪标
签。”对于老人的节俭行为，娟娟觉
得有些过头了，“不只是新衣服，我
们买回去的新鲜水果、营养品妈妈
经常舍不得吃，最后都放到腐烂或
者过期了，但她又舍不得扔掉，如果
吃坏身体就得不偿失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年人的
节俭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
面，如舍不得倒剩饭剩菜、舍不得买
新衣服、一盆水“循环”用很多次
……受访老人告诉记者，他们在生
活中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习惯。

老人过度节俭，子女甚觉无奈

而对于一些年轻人的铺张浪
费行为，老人们则表示十分痛心。

“还是得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
惯，我一直这样教育子孙。”刘奶
奶今年76岁，面对子孙购买新衣
服和电子产品等花钱大手大脚的
行为，直呼“看不惯”。

刘奶奶的儿媳妇小谷则持不

同意见，这些年，共同生活的三代
人玩起了“猫鼠游戏”。“如果准备
逛街，我就会背一特大号的包，尽
量把新衣服藏在包里，进自己的
房间后才秀给老公看，或者先把
东西放车里，等我公婆出门时才
偷偷拿进屋。”小谷不解，公公婆
婆退休工资加起来有一万多，可

是婆婆还在穿30年前的衣服，给他
们买新的她还不同意。为了减少家
庭矛盾，小谷一直也尽量顺从婆婆。

在家庭的熏陶下，孙女小米是
一个很懂事的女孩，自打上了大学
之后就开始自己勤工俭学，很少找
家里人要生活费。因为家教森严，小
米从小基本都是穿堂姐和表姐的旧
衣服，直到后来上大学可以自己赚
取生活费后，才“终于”穿了新衣服。
如果是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允许，小
米也能理解，可实际情况是小米家
里就她一个孩子，而且父母二人的
工作都不错，她始终认为根本没必
要如此节省。

前些天小米就发信息和朋友哭
诉，说和家里人闹了场矛盾，至于暴
发原因，原来是小米的奶奶要求她
将舍友不要的衣服和鞋子拿回家，
不然就用“不孝”的罪名道德绑架
她，这令她感到崩溃。

节俭的生活态度，不应是孩子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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