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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打愿挨？“老养小”之怪现状

! ! ! !笔者所在的小城，一度属于矿山资源型城
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小城矿业发展最辉
煌的时期，采矿工人的收入比较可观。但也就
在这个时段，老工人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按
照那时的政策，井下工人可以享受“子女顶职”
的特殊待遇，加上招工的门槛较低，大批的年
轻人进入矿山，成为新一代的工人。谁料进入
新世纪后，矿山资源被挖空了，大部分矿山都
宣布倒闭。那些八九十年代入矿的工人，很多
都面临着下岗的命运。
我的对门就是这样“两代工人”之家。因为

经常串门，我对这个大家庭的情况非常了解。
父亲老王于 !""#年退休，唯一的儿子小王当
年顶职成为工人，$%%&年因矿山倒闭而下岗。
这套房子的户主是老王（系老平房拆迁回迁
户），小王一家三口是寄住在父母的 '%平方米
的房子里。不仅在住房方面“啃老”，在经济上，
小王两口子也明显“啃老”———两人现在都没

有工作。每天，小王负责接送和辅导上初中的
儿子；妻子则在家负责烧饭买菜干家务。幸亏
老王和老伴的退休金每月能拿到 (%%%多块，
大家庭的基本生活倒也没什么问题。
其实，小王刚下岗时也想找一份工作的，

但老王坚持让小王去电大读个本科文凭。读电
大必须参加入学统考，小王不得不重新学起了
英语、语文和数理化。小王电大毕业的时候，小
王的儿子（也就是老王的孙子）刚上小学二年
级。在老王看来，他这辈子最大的失误，是没能
让儿子上大学，所以儿子暂时没有工作不要
紧，但将来小孙子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于是，小
王的主要任务，便放到孩子的学习上。
由于他的精心辅导，孩子小学毕业就考上

了全市最好的初中学校，而且还进了“双语

班”。但这所学校离家较远，老王又“拨款”给儿
孙买了一辆摩托车。小王每天负责接送四趟，
晚上则陪着孩子写作业，遇到难题，父子两人
便共同研究……
老王对我说，等孙子考上大学，儿子也得找

一份工作。我嘴里说“好”，心里则担心那个时候
小王年龄大了，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可前
不久，我和小王聊天时，他主动吐出了自己的职
业规划：“这几年，在辅导儿子的学习方面下过
很多功夫，积累了小学、初中辅导的许多经验。
所以，将来我准备专门办个家教辅导班，既能发
挥我的专长，又能获得一些收入。”
我大声叫好。小王则有点羞愧地说：“这些

年，我们一直是在‘啃老’；几年后，我们当然要
回报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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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啃老”显然是个贬义词，不
过当“啃老”成为普遍现象，按时
髦的说法，它就成了一种文化。
“啃老”在中国很普遍，这已

是人人感受得到的，即便你本人
不“啃老”，看看自己周围又有多
少人完全不“啃老”？“中国有*)+

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
&%+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
养”———出自专家之口的这两个
统计数据，难得没有几个人有异
议，可见“啃老”何其流行。

一说起“啃老”，媒体常常劈
头盖脸大骂不肖子孙，从上世纪
'%年代骂到现在。'%年代那些啃
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中老
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现在也被
自己的孩子啃着。可见“啃老”文
化代代相传，原则上大家都没有
占到便宜，无非是自己啃老子，
若干年后被儿女啃，符合能量守
恒定律。
“啃老”如此泛滥，就不仅仅

属于道德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
反思一下社会有没有责任？
“我原先计划让儿子,'岁就

经济独立，现在他都$&岁了，看
来独立还遥遥无期……”表哥不
止一次对我说。

表哥的儿子为什么迟迟不能独立？原
因之一是学历高消费愈演愈烈，如今硕士
职场竞争力还不如十年前的本科生，博士
也还得看学校、导师名气。为了孩子出人
头地，父母只要有能力，没有谁会让他们
放弃学业去炸油条烤羊肉串，于是孩子走
上社会越来越晚。
即便走上了社会，高薪职位毕竟是少

数，三十几岁前买得起房者寥寥无几，于
是父母又得施以援手。有人说“买不起，租
嘛！”可是你看看如今大城市的租金，买不
起房的人租房结婚同样很困难。于是长痛
不如短痛，大多数人会选择筹集一切可以
筹到的资金买房。
对于父母赞助一部分资金买房，如今

大概已被默认为合理，舆论矛头主要指向
了长期依赖父母的儿女。这部分人的确没
出息，不过其中也有部分属于下岗难就业、
又没有享受到失业救济的困难群体。
分析“啃老”文化，我们与其一味指责

庞大的“啃老”族，不如赞美一下可敬的中
国老人。是他们在帮助消化高房价，是他
们在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是他们对
社会维稳起到了关键作用。
至于那些“啃老”的年轻人，如果为了

买房结婚适度“啃老”，情非得已也就罢
了。既然已经结婚成家，那就最好不要再
啃了。一个人的一辈子不过几十年，就让
父母歇息一下吧。
要让“啃老”文化不再代代相传，除了

思想观念转变，还得靠健全各种社会制度，
不要让大多数年轻人一走上社会就觉得
-./0不住，没爹妈搀扶根本混不下去。

少数人“啃老”，病在个人；大多数人
“啃老”，病在社会。

! ! ! !目力所及，我身边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啃老族，至于“基本靠父母供养”的人，更是找不
出一个。不知道这位“砖家”数据何来？

针对所谓普遍“啃老”现象的提案，也很有
些无厘头。

加强对青年的励志教育、社会团体多开展
“一对一”帮教活动、对初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
业生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督导，就能让“立志”
啃老的人痛改前非，洗心革面？且不说这些举措
成效如何，问题是，这些事情不是一直在做吗？
即使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也通过新闻知道
上海有开业指导专家，还有专门针对大学生创
业的指导团和优惠政策。很多招聘会上，指导中
心还会专门设摊，扶持大学生创业。

至于重视家庭教育和励志教育，不也是我
们从小到大都在接受的吗？
作为一个无“老”可“啃”的平民子女，我不啃

老，相反，在力所能及时尽量回报父母。同时，作

为尚未生育子女的未来父母，我也不认为父母应
该刻意在子女求援时拒绝，朋友同事之间都可互
相帮助，难道“助人为乐”到父母子女这层关系上
反而行不通了？只要子女不是一味挥霍父母的血
汗钱，偶尔需要父母帮忙调个头寸，尚不至于成
为需要专家学者痛心疾首的大事吧。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刚走上工作岗位时，
的确是向父母借过钱买房，后来很快就还了。之
后买车等大额开支，从来没让父母掏过钱。要说
唯一花父母的钱，也就是有时回家吃饭，父母买
酒买肉，略有破费，这也算不上啃老吧，好歹我也
大包小包往父母家拎东西呢。虽然也从新闻里看
到，确有年轻人赖在家里，靠父母的接济度日，但
这只是个别现象吧，至少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很
自立自强，顶多在买房时需要父母帮忙，可这不
是年轻人的错，更应该说是高房价的错吧？

所以，“啃老”现象可以关注，但别夸大，更
不必危言耸听。

! ! ! !张叔叔是我公婆的朋友，他
的女儿去年底嫁到了台湾。在他
家看一双新人的婚纱照时，张叔
叔说，嫁那么远，以后互相探望都
不方便。听着像是埋怨，可我分明
听出他是一桩心事放下了。

还记得他当年的愁肠百结。
那时，女儿大学毕业一年多了，
见我们来，连招呼都不好意思过
来打。“想尽办法托人帮她介绍
工作，领她去人才市场招聘会，
她干几天就喊不适应，说被老板
差来差去太辛苦；要么说专业不
熟悉，学不到东西……换了两三
家，都做不长……后来就不肯再
出去找工作。”张叔叔很无奈。

其实，仅仅是晃了一眼，我
瞥到那姑娘不傻不呆，眉清目
秀，体健貌端又有文化，怎么就
找不到理想工作？从张叔叔家出
来，先生才告诉我一件往事：原
来，张叔叔之前有过一个女儿，
长到七八岁时生病夭折了，过了几年，终
于有了这个小女儿，千金宝贝一样宠着。
“只要能吃苦，什么工作找不到呢，估

计还是他们太宠孩子，不忍心让她吃苦
吧。”

前天，看到前同事戴西的 11签名换
成“行装已备好，只待飞厦门”，遂问她：怎
么有本事请下假去旅游了？戴西说：我辞
职了。原因？不开心。下家找到了？没有。
我一点不意外。戴西的表姐是我的死

党，她的情况我时有耳闻。毕业两年，戴西
换过四家公司，几乎离开哪家的原因都
不外乎“不开心”。

死党对戴西的恨铁不成钢是从来不
加掩饰的：好好的工作说不干就不干，只
晓得吃娘老子的，也不想想：她一掷千
金、吃喝玩乐的钱，都是她娘在小菜场里
摆菜摊一分一钿赚出来的。小文员本来
工资不高，偏是个网购狂，动不动与朋友
下午茶 2歌，一直自称月光族，工资花光
问娘老子讨。前段时间学车的几千大洋，
便是朝她娘讨来的。
由此我估计，这次旅游的机票钱，八

九不离十又是她娘资助的。
戴西娘没什么文化，不知道是否因

此，把这个靠卖菜供出来的大学生女儿宠
得无法无天。戴西在家里的地位，从她一
句话里看得出来———说起公司饭菜差，她
说“若我娘烧这样难吃的菜给我，我会当
场掀掉桌子的”。

像戴西娘这样心甘情愿被儿啃的父
母，在我周围屡见不鲜。我有不少本地同
事，结婚生下孩子，就将孩子送给父母带。
这些老人有种意识，似乎带孙儿辈是他们
的天职———“不让带他们要不高兴的”。那
是不是给父母交些生活费？他们说，“给他
们也不会要，反过来他们还要贴补我们”。
一个冬日的傍晚，路上碰到一个乡下

阿婆向我兜售最后的一点青菜。看她年
迈，我心中不忍，就买下了那点菜，随口说
句“阿婆你年纪大了，何苦这么冷的天还
要出来”？阿婆叹道，我要帮儿子赚钱买房
娶老婆啊。我说赚钱是他自己的事啊。阿
婆说，现在房子太贵了，儿子赚得太少了，
只凭他自己，不晓得哪天能买得起房啊。
“啃老”一族，或许真是宠出来的。

! ! ! !鸭脖子、周黑鸭、卤藕、保暖被、加湿器、刷
子、刀子……过完春节，准备返京的木子同学小
两口望着老爸老妈给准备的两个大包，欲哭无
泪———有一种“老养小”很无奈！
其实，他们的日子啥也不缺。带点家乡特产

算是对家乡的思念，而刷子、刀子这些日常家用
品，家里已经很多。可每次老妈来京，照例都还要
给他们买这买那，床上用品都已带来 (次了。木
子说：我爸我妈，不“啃”他们，他们就不舒服。可
“啃”了他们，我们也觉得不舒服，纠结啊！

木子两口子，也是出国留学人士，思想比较
欧化。当初在北京上班，租了一套小两居，离单
位近，而且小区环境也很好，他俩很满意。可爹
妈不满意：过日子，没个自己的房子叫什么话？
买吧！赶紧买！我们赞助。
小两口觉得，买房不能要父母的钱，决定自

己攒够首付后，再去贷款买房。可双方父母无论
如何不答应：结婚了就得买房，我们能帮忙，你
们还要按揭给银行赚？

迫于双方家长的压力，木子终于完成北京

三环内三居室使命，并且是全款———不够的，双
方父母从各自亲戚家借了点，爹妈负责还。

轮到装修，家长们又发话了：你们上班辛
苦，监工交给我们吧，我们轮流来京监工装修。
孩子说：我们请了监理公司。父母说：天下只有
“爹妈”是“放心”牌的，其他什么监理公司都不
放心……

同事扣子，每天上班后，婆婆就会从家骑车
到他们家做卫生，晒被子，洗衣服……每天晚
上，扣子一家三口必须回婆家吃饭，不然公公婆
婆不高兴。扣子说，她的公公婆婆一直都有这种
思想：“希望孩子一如既往地需要我。”

有这种思想的父母不在少数：一个曾经那
么被需要过的父母，有一天，如果觉得自己不再
被孩子们需要，这种被抛弃的失落感，伴随着自
己的日渐衰老而无可奈何，会使老人一而再再
而三地怀疑自己的价值。
爱，是“愿打愿挨”；爱，是你情我愿。执意付

出的爹妈，您有没有想过：对孩子们来说，有一
种“老养小”让孩子们很无奈。

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中
国社会出现“老养小”的怪现
状。近日，全国政协委员、社会
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提出
《关于激励啃老族自立自强的
提案》，鼓励他们自强不息。景
天魁指出，中国有65%以上的
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
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

工作后，你是否还受到过
父母的“经济再哺”？买房、买
车、养育子女、日常开支……哪
些方面需要父母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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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啃老”，但别夸大 强尼 -总监.

有种“老养小”很无奈 易春梅 -文员.

“啃老”为蓄势 霍寿喜 -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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