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即将修订，有专家提
议将子女每年必须回家看几次父母写入其中，
做一个硬性规定。于是有关“常回家看看”的老
问题，再一次被炒得热气腾腾。

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专家们没有调
查，显然是冤枉了他们。不过他们的调查似乎更
多地选择了高端人群，没有去田间地头、没有去
穷街小巷，所以以专家意见制定出的政策、法
规，往往与大多数底层群众的需求有偏差。
笔者生活在一个老小区，居民们以前基本

都是某大型国企员工及家属。由于该国企前几
年改制，所以现在的居民除了退休人员，其余
多为下岗职工。如今小区里空巢老人很多，也
有不少三世同堂的家庭。按说空巢老人生活状
态肯定不佳，三世同堂其乐融融。然而事实恰
恰相反，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大多比儿孙绕
膝的老人好。
空巢老人之所以空巢，其中最大原因是儿

女外出谋生了。近的去了北京、上海、深圳……
远的去了日本、美国甚至冰岛。这些在外的游
子经过若干年打拼，能在异乡定居者，基本上
事业都小有所成。虽然回家看父母次数很少，
但多少在经济上可以资助一下老人，最不济者
也无需老人为他们操心。
三世同堂者呢？我们楼下就有一户，非常

有代表性。
两老退休得早，退休金仅够自用。三个儿

子、两个女儿都下岗了，其中两个儿子、一个女
儿在本地打工，收入微薄。和两老住在一起的
是大儿子一家，原本两老住一室，儿子、儿媳住
一室，孙子在客厅搭一张行军床。!年前，儿子
两口子离婚了，孙子的床搬进了他爹房间，客
厅终于可以用来接待客人了。这家的大儿子今
年 "#岁了，只能找到看大门之类的临时工作，
一个月收入从未超过 $"%#元；孙子如今高职
毕业，找工作也很不容易……老两口总在忧心

儿孙生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儿子、孙子各有
一套房子，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哪怕他们离自
己千里之外。
马斯洛把人类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社交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和
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
次。回家看父母显然属于后三类需求，这对于
内地许多底层家庭，显然超越了他们的实际生
存状态。我们小区大多数老人都觉得，子女能
不拖累自己，能活得安稳了，他们就是死了也
不至于放心不下。如果在自己身边却经济拮
据，反而看着心忧、难受。

对于客观条件具备却不看望老人的不肖
子孙，我们应该谴责。但实际上，大多数在外的
儿女是不能两全：在外难见父母；回家？家乡发
展水平差，自己赚不到钱拖累父母。要想解决
这一难题，并非仅有孝心就够了，还得靠平衡
地区差异，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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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这么一个幽默段子：父亲
给儿子发了一则短信：“亲爱的
儿子：好久不见，不知道你近来
好吗？如有时间，请关掉电脑，下
楼来跟我们聊聊好吗？”
这个段子是夸张的，但确实

反映了一种现象：许多年轻人即
使与父母住在一起，也不见得能
够常“看看”父母。有一天，我对
久坐在电脑前的儿子说：“儿子，
和爸聊会天好吗？”他头也不抬
说：“爸，你没看见我正在忙吗？”
原来，他正在网络世界里“聊
天”。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是没有
时间，而是没有心思多陪陪多
“看看”父母。我喜欢改编歌词，
参加过电视台的《方言达人赛》，
我曾把《常回家看看》用沪语改
编成《常讲讲笑笑》，在单位和小
区里演唱：

'找点空当%找点辰光%我的

儿子%跟阿拉聊聊+关脱电脑%走

出房间%陪同老人%常讲讲笑笑+ 侬妈妈准

备了一些唠叨% 侬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讲讲%工作的事体向爸

爸聊聊+ 勿要一日到夜白相游戏%还要经

常出来透透空气%阿拉勿要侬对屋里有啥

大贡献呀% 只要侬开开心心还有康康健

健+常讲讲笑笑%讲讲笑笑%还要经常出来

唱唱跳跳%阿拉勿要侬的将来有啥大出息

呀%只要侬快快乐乐天天充满欢笑+ (

我认为，把“常回家看看”作为一项立
法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各种
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唤起人们对亲情友情
的重视。过去，我们说“一日为师，终生为
父”。现在，师徒之间哪有这样的感情？我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曾很用心地带了两
个徒弟，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
给了她们，说实话，我把她们当作了自己
的女儿。两个徒弟满师后都跳了槽，我曾
对她们说“常电话联系”，然而这已经成为
奢望了。妻子笑话我说：“你这是单相思，
人家对自己的父母也不一定常联系，你算
哪根葱？”

现在许多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切
向钱看，亲情友情就连爱情都带功利性。
能不能克服浮躁心态，静下心来，“用心”
看看自己的父母，好好享受一下“简单的
幸福”？

立法让你“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有多少子女能够做到？据央视报道，截至2011年底，

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85亿，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
子女不在身边，不少做儿女的一年才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几年不回！基于
这种情况，《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将“常回家看看”列入了草案。

工作忙，抽不开身，似乎是不回家的最大理由。想家，但是回不起，这
也是不少游子的无奈。其实，关于职工探亲待遇，国家早有规定，只不过
在很多企业遭遇了软执行。如果子女有心，单位更贴心，也许“常回家看
看”就容易得多……

! ! ! !要在法律威慑下才能去看
望父母的子女，即使完成了“常
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文，看了又
能如何？

如今交通发达，除了路途
特别遥远以及经济条件较差
的，长假短假如此多，又怎么会
完全无暇抽身？只不过，我们常
常有这样那样偷懒的借口，甚
至有时候连体贴的父母也会为
我们找借口；还有些时候，我们
常常觉得“父母还年轻，还有的
是时间”，却忘了“子欲养而亲
不在”的痛；另一些时候，我们
害怕父母的唠叨、叮咛，以至于
不敢面对。说千道万，无论是什
么原因，都不对。

全国老年人口接近 $)*"

亿，流动人口的数量也有几亿。
所以，许许多多的父母和子女
正经历着别离的考验。其中，蓝
领工人恐怕是最难以做到“常
回家看看”的，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人连双休日都未必能保障，一周工作
+天十分普遍，难得休息一天，总要累得
瘫在床上睡个昏天黑地，然后出去买点
日用品，逛逛街，和朋友碰个头，或者看
看电视，一天就用完了，又怎能抽空回
千山万水外的老家探望父母？也正因如
此，即使春运的路再艰难，也无法动摇
他们回家乡过年的决心和毅力。对于他
们的缺位，社会不应批评。

对另一些朝九晚五的白领来说，情
况就不同了。虽然有时也需要加班乃至
出差，但绝大多数还是能够从制度上享
有休息乃至回家探亲的便利条件，从经
济上也比较有保障，他们如果宁愿出去
旅游、购物、喝下午茶、泡吧或者就在家
里发呆，也不愿偶尔抽个时间探亲，那
就真该打屁股了。

所以，我想对这个问题应该区别看
待。对有心无力的人，要赋予他们时间
和经济能力；对有力无心的一小撮人，
则应该通过道德鞭策来约束。至于立法
约束，恐怕可操作性不大———难道每次
儿女回家探望，还得到居委会之类的地
方去敲章计数？与其约束子女，倒不如
约束那些不保障员工正常休息时间的
企业。所以，姑且说说就罢了，大可不
必写进法律条文让全世界贻笑大方。

陈璟 "咨询,

回与不回无关法律 娟子 -自由职业,

! ! ! !我也是小家在外而父母双亲都在老家的
人。我父母亲五十多岁，身体健康。我们姊妹仨
都在千里之外的这座城市工作生活，每年每个
小家都会回去探望父母一两次。
或许您会说，这一两次不多。是的，我也觉

得不多。但是孝顺的方式有很多种，关心老人
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我每个星期都会给母亲打个电话，隔得最
长的时间也顶多是十天一个电话。我每次打电
话，不是简单地一两句，安好、没事，就挂了。我
几乎每个电话都是半小时、五十分钟、一小时。
我能从声音里语气里听出老人家心情如何？我
会把她心里的不愉快细心地掰开了揉碎了梳
理一下，直到把母亲的郁闷打开。

我们从东家聊到西家，从我的孩子聊到母
亲的父亲，把近期我最好的成绩报告给母亲，
把我写母亲的样报寄给她———时刻关注老人

的精神生活，做到像在他们身边一样贴心。
我们姊妹仨还会在老人家完全不知道的情

况下，往他们的银行卡里打钱。然后，打电话告
诉他们，尽管花。
我妹妹所在的全国连锁地产公司有一个最

温暖的条例：只要个人业绩出色，便可以在年假
的基础上再多一些假期。她把这些努力得来的假
期都给了亲情。我们仨商量每年都要邀父母亲来
这里小住些日子，他们总是推辞。但我们很快发
现一个诀窍，只要我们让父母感到他们“被需
要”，老人家就乐颠颠地来了。
当亲情遭遇法律，当孝心要用法来提醒维

护，让我们做儿女的情何以堪？
很多年前曾读到过一句话：当你深爱一个人

的时候，便找不到不爱的理由；当你不爱这个人
的时候，所有理由都是信手拈来的借口。“回”与
“不回”同理，全在于我们做儿女的心，无关法律。

不敢回家的人 蓝色咖喱粉 -设计师,

! ! ! !记得春节前看过东方卫视的一档节目，讲
述一位老家安徽来沪打工的快递员老马，有十
来个春节没回过家了。老爹老娘想狠了，于是
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老马的老父亲就特地从
安徽赶过来，天天逼着老马春节一定要带上妻
儿回老家。
当现场的观众和嘉宾看见老马的七旬老爹

颤巍巍地一出场，都出离愤怒了，几乎一边倒地
质问老马：为何不回家看看？

而老马一开口，也令人唏嘘不已。快递员
是个做一天赚一天的行当。老马说，他上有患
绝症、每天等着要大笔医药费维持生命的岳
母，下有两个读书的孩子，全指着自己和妻子
这点微薄的薪水，他在沪多打一天工，多赚一
天钱，就等于让岳母在这世上多活一天！再加
之回家的话，一家老少单往返车费就是一大笔
支出，亲戚朋友应酬的费用更是可观。而春节
期间若是留沪继续工作，不但可以省了车费、
应酬等费用，还有三倍薪水可拿，也算聊解燃
眉之急。
这两厢说法一 ,-，观众和嘉宾都纠结了。节

目中的老马，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给老爹跪下
祈求原谅，仍坚持不肯回家。是啊，谁不想常回家
看看。可很多时候，回家的路却真的很难走。

虽然，老马最后在电视台的帮助下，专车送
他一家回老家看爹娘了。可我们身边，尤其是每
年春节，却经常上演着类似这样有家难回的场
景。很多老家在中西部，千里迢迢来江浙沪粤等
地打工的农民工，如果真的要常回家看看的话，
那索性甭干活了，挣点钱都送给铁道部得了；就
算是每年春节回趟家，这买一张硬座火车票有
多难，大家都懂的。
就算是所谓的白领人士，如果买不起足够

大的房子，把父母接来同住的话，恐怕也很难常
回家看看。我有一同事是成都人，说起来收入什
么都还不错，但每年春节时全价的杭州至成都
往返机票，还是很让她心疼，于是她经常年三十
在飞机上守岁，因为年三十晚上常有折扣机票。
至于平时回家，撇开费用不谈，时间呢？我

工作近 $'年了，也换过 .家单位，几乎没有听
过有“探亲假”一说。这年头的职场如战场，竞争
如此激烈，很多女员工连个孩子都不敢生，就怕
生个孩子请几个月的产假，回来岗位就被别人
给顶了，更何况每年长达 '#/!%天的探亲假，就
算单位给你这个假，你敢用吗？

如果单纯出个“常回家看看”法的话，那么
与之相应配套的的带薪假期、岗位竞争、交通费
用等最实际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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