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之后,没有
了工作上的压力,个
人可支配的时间多
了起来。但是，相当一批老人，
正在重新“上岗”———担当起
抚育第三代的职责。对此，社
会舆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孰
对孰错？似不可一概而论。我

们还是听听身在
“围城”内外之人的
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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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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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日旭

! ! ! !泱泱华夏，素以“人丁兴旺”为家庭家族
之荣耀。究其原因，与农耕文明的历史有关。
千百年来，长辈带小辈，特别是祖辈带孙辈，
一直是传统习俗，更是平民百姓的家庭美
德，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家庭的传承就靠这
条亲情纽带所维系。

我已年逾古稀，膝下两个女儿，姐妹俩
各生一个儿子。如此，我就拥有一双外孙。大
外孙 !""#年 $月出生；小外孙 %""&年 %%

月出生。两兄弟相差一岁多。由于大外孙的
祖母身患疾病，生活靠祖父照料，所以，大外
孙主要由我们做外婆外公的带大（孩子生活
主要由外婆照料，我做“辅助工”）。一来是因
为爷爷奶奶有困难，我们承担义不容辞；二
来也是自家骨肉，亲情使然，同时可享受含
饴弄孙之乐。于是，大外孙一直带到他上幼
儿园、上小学（因为离我家近，仍帮助接送）。
小外孙由他的奶奶带大，我们基本不操心。
逢年过节，三亲家团聚，看着两只小“猪猡”
（两个外孙一个姓“朱”，一个姓“罗”，上海话
谐音“猪猡”）日长夜大，我们夫妇心里比灌
了蜜糖还甜。

时光荏苒。一晃，大外孙已是上海中医
药大学的大学生了，小外孙也于今秋参军入
伍，开赴厦门警备区，驻守海防。小哥俩学习
训练之余，经常给外公外婆来电问候，电波
传亲情，我和老伴心里暖暖的。这份幸福，非
亲手带养孙辈是体验不到的。传宗接代，生
命延续，健康的老人带养孙辈，当乐而为之。

带养孙辈亲情使然

! ! ! !我有三个子女，在他们谈婚论嫁的年
龄，我就跟他们打招呼：“你们有了孩子要
自己带，妈妈没有这个能力了。”这句话听
起来有点不近人情，其实我有自己的隐情。

我有“五个怕”：一怕代沟，我是生在旧
社会，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在带养孩子的问
题上，观念和方法都不一样；二怕担责，独
生子女金贵，有个闪失，我担当不起；三怕
失彼，老伴有心脏病需要我照顾，再领孙
辈，顾此失彼；四怕套牢，退休后，我们夫妇
俩都想参加点社会活动，带了孙辈就失去
了本应有的自由；五怕拖垮，我生过大病，
开过大刀，加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
个‘伴我老’”，已经忙不过来了，如果再去
领孙子孙女，实在吃不消。

如何化解“不领”的矛盾呢？我以为关
键的是两代人要相互理解。做儿女的要明
白，领养小辈是自己的天职，而非父母的兼
职；做父母的要体贴子女抚养的艰辛，力所
能及地给予一些除“不领”以外的援助和关
爱，从而在两代人之间建立一种亲情补偿
机制，开展良性互动。所幸的是我的子女理
解了父母的初衷，没有出现怨声和微言；我
们老两口也识相，尽可能地不去麻烦儿女。
现在，他们把两个第三代培养得很有出息；
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很丰富，还能发挥
余热。

我有五个怕!不敢领孙辈

! ! ! !外孙女十一个月时正逢盛夏，宝宝特
别能出汗，尤其额头总是汗涔涔的，像只
“蒸笼头”。我担心孩子因为出汗缺盐分而
造成电解质失衡。女儿说，一岁以内的孩子
不缺盐，食物不能另外放盐。我怀疑女儿的
说法不靠谱。趁女儿不注意，我会在孩子的
米粉、菜粥中偷偷加一点点盐花。女儿询
问，我总是谎称没放盐。后来还是被女儿发
现了，父女间随即爆发一场争执，老伴站在
女儿一边，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
谁。怎么解决？看书！书中介绍：母乳、米粉
中都含婴儿所需盐分，一周岁内无需另外
添加。我内心还在坚持己见：书中的说法是
对一般孩子而言，而对我家“蒸笼头”宝宝
的特例并无说明。

直到我陪着女儿送宝宝去妇婴医院
检查后，看了医生下的“婴儿健康，发育正
常”的检查诊断，我这才明白女儿的说法
有道理，对女儿的不满顿时释怀。从此放
下外公的架子，听女儿女婿的，因为女儿
女婿科学育儿知识比我们丰富。老年人应
抛弃那种过时的陈腐观念———老办法不
是把你们也养这么大了。其次，发生类似冲
突也不可怕，做长辈的不要倚老卖老，固执
己见，更不能迷信老经验，相信科学育儿的
知识，两代人因育儿发生的矛盾便不难解
决，可尽享含饴弄孙的乐趣。最后，还有一
点感受供老年朋友分享：“若要好，老
做小”，多做少说而非传统意义上
的伦理颠倒。

宝宝的%蒸笼头&

收获带孙辈的幸福

当了大半辈子“孩子王”的我，
退休后依旧和孩子打交道，帮着儿
女照看孙辈。我的一些老闺蜜们
曾劝过我：“不要做带薪保姆，留点
时间给自己，乘着腿脚还灵便，出
去看看大好河山，等走不动了，后
悔就晚了。”朋友劝告不无道理。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
牛”的戒律我懂。殊不知，我有自
己的感受：帮着儿女照看孙辈，收
获的是自己的幸福快乐！

不是吗？看着外孙在我的培
养熏陶下，一天天进步，一天天成
长。在全国演讲等级考中，小家伙
从一级考开始晋升七级考。演讲
比赛的等第也在不断地上升，有街
道级的一等奖，逐渐升格为区级、
市级的一等奖，最后夺取全国一等

奖。我的心里乐开了花，充满成就
感。帮着儿女照看孙辈，我享受着
过程的乐趣，也消除了老年的孤独
感。我和外孙一起创作儿歌，一起
学习撰写童话故事，一起吟诵古诗
……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自
己的心态也年轻了许多。
“隔代教育”确实有所欠缺，

但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很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与外孙一
起成长。我和外孙既是祖孙，又是
朋友，他在学校遇上不愉快的事
情，能第一时间告诉我，求得我的
分析与评判；我有个腰酸背痛，他
的小肉拳头就会立马在我后背起
作用，那份幸福与满足不是身在
其中是体验不到的，是再多的金
钱也买不来的。

文!朱志林

文!戴惠钟

文!俞鸿虎

! ! ! !我的孙子是 '(!)年出生的，我们没请
月嫂，我和老公挑起了服侍媳妇和所有家务
的担子，我伺候媳妇和宝宝，老公当起“马大
嫂”。媳妇出了产假就去上班。儿子有房，为
了宝宝向我们靠拢，小两口忙事业，老两口
忙后勤，一家人称心如意。

问题出现在小孙子两周岁后。年轻时很
少抱儿子的老公，见了孙子眉开眼笑。孙子
要出门，外面倾盆大雨，老公一手雨伞，一手
怀抱孙子，站在雨地里看风景；孙子要上天，
架梯还嫌迟，一不如意，“小霸王”划拉掉茶
几上的杯盘碗盏。媳妇看不惯，认为这样下
去会把孩子宠坏的。媳妇隐忍了好一阵，终
于憋不住了，发作还是在家里来亲戚的情况
下。那天我的姐姐来探望我，姨奶奶来家，
“小霸王”人来疯，让爷爷拆开礼盒，吃了一
口蛋糕就扔下，又要打开罐头。老公竟然嘿
嘿地拿起肉松罐头要打开，媳妇一声呵斥。
从没遭遇“不”的孙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扑
在爷爷怀里还念念有词：“爷爷打妈妈！”媳
妇夺下罐头，一把拽过孩子拖出家门。老公
在大姨子面前丢了面子，气得脸通红。

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今年 "月，孙子
满三周岁上幼儿园了，媳妇不打招呼，搬回
自己房子住去了，还雇了保姆负责接送孩子
上幼儿园。老头子在家气得团团转，我只
能捣糨糊，劝慰道：“不让我们带是照
顾我们。”其实，我心里清楚，媳妇
没什么错，只是方法生硬了些。

文!陶美玲

带孙子带出一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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