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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脱光”不仅是年轻人的专
利，在“光棍节”期间举办的上海
婚恋博览会，来了 ! 万名相亲者
和亲友团，其中，"### 名中老年
“光棍”的到来，数量远远超过陪
同子女前来相亲的中老年家长数
量。相亲大会的平均年龄一下子
被拔高，显示出中老年人强烈的
“脱光”意愿。

主办方上海市婚介行业协会会
长周珏珉介绍说，目前每月在巾帼
园都有一场 $%#人参与的中老年相
亲专场，但老人们觉得这个规模不
解渴，所以，本届婚恋博览会首次将
年龄门槛放宽到 "#岁，没想到一下
子来了这么多中老年人，而且，还有
老人和子女结伴同来的，显示出社
会对中老年人再婚的态度日趋理解
支持。

相亲大会中老年人踊跃
本次相亲活动对事前预约者不

收取门票费用，现场购票则为 &%

元。起初，不少中老年人不知道信
息，因此，活动第一天和第二天以年
轻人为主，直到活动第二天晚上电
视新闻“夜线约见”进行专题报道，
中老年人才得到消息，第三天一早
便兴冲冲结伴赶来。据统计，在当天
近 &%%%名相亲者中，中老年人占
'%%%人。
中老年人相亲与年轻人具有不

少共同特点。例如，在“海选”时女性
比较主动，“网”撒得比较大，男性一
般则要看准了才出手；在互相“摸家
底”时，女性比较关注对方的房产收
入情况，不愿意共同贷款买房，“否
则，岂不是找老公变成找债主了？”

男方一般则不在乎女方是否有住
房。不过，经历和年龄也让他们在相
亲时关注的话题比年轻人更加实
际，见面后很快会谈到子女是否同
意、是否领结婚证或者只是同居搭
帮过日子、婚前婚后财产如何分配、
身体是否健康等问题。
此外，一些中老年人受到过去

失败婚姻的影响，会对择偶产生一
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例如，要求对象
具有前任的优点，却不能带有与前
任相同的任何缺点。还有一位条件
平平的中年女性告诉周珏珉，目标
是要找个身价上亿的新老公，而且
要对自己好，“结婚前先分一半财产
给我”。碰到这样想法不切实际的相
亲者，周珏珉只能苦笑劝说，不只是
年轻人要改变择偶观念，中老年人
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爱的能力”。

老人再婚接受程度提高
据此前上海一家媒体的抽样调

查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研
究，上海三分之一家庭有独居老人，
每周探望独居老年人的子女不足一
半，看电视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消磨
时间方式。离婚和丧偶者需要寻找
新的另一半。近几年来，子女和社会
对中老年人再婚的接受程度不断提
高，有七八成受访者认为，再婚可以
让老年人在生活和精神上互相照
顾，近一半人支持中老年再婚。因
此，中老年人参加相亲的热情也逐
渐提高，巾帼园的相亲专场甚至来
过 ($岁的老“光棍”。

不过，生活习惯难以互相包容、
财产分配摆不平等原因，也会造成一
些黄昏恋夭折。徐汇区法院房地产审

判庭 $%)$年统计发现，在有关房屋
权属纠纷中，涉老案件比例接近六
成，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再婚引发
的家庭、子女房产纠纷有关。因此，不
少中老年人会签署“婚前协议”，或者
不办理结婚证，“合则聚，不合则散”，
避免可能给自己及子女带来的财产
风险，而这，也正是子女反对父母再
婚的一个主要因素，占比大大高于排
名第二的“担心照顾继父母”。

希望得到更多交友机会
在这次的相亲大会上，不少单

身中老年人表示，他们很羡慕时下
能有这么多相亲大会、相亲电视节
目为年轻人服务，虽然一些人学会
了上网登录相亲网站，或者让子女
代为上网，但他们更相信“眼见为
实”。所以，一方面希望婚介行业协
会和企业能多为中老年人办相亲专
场，同时，也希望社区能多组织联谊
活动。还有不少老人表示，希望社区
能在他们将来遇到再婚难题时，帮
助老人与子女进行沟通。

本报记者 孙云

一边是小辈的“继承焦虑”,一边是再牵手老伴的后顾之忧

银发单身如何走出“走婚困境”？

“双十一”“脱光”不仅是年轻人专利

六千中老年“光棍”相约相亲大会

“走婚”，原本是摩梭族人的
一种生活形态———“男不娶女不
嫁”———男女双方不办理任何法
定婚姻关系的登记手续。如今，这
种婚姻形式却成了一些都市老年
人“非婚同居”的代名词。

但凡渴望“健康老龄化”的单
身老人，总要有位合法配偶一起
走过“夕阳红”。老人再婚日益得
到社会尊重，却也遭遇与财产、赡
养、继承相关的种种纠纷。全市每
年三四万起老年维权案例中逾六
成涉及财产权，其中涉及房产的
高达八成。这些纠纷究竟该如何
防范化解？单身银发如何走出“走
婚困境”？

! ! ! !市老年学学会、上海中老年幸福关爱热
线 &"*"+*,**的调查显示，三大原因造成了
银发走婚———

! 担心与子女在赡养!财产分割等问题

上发生矛盾" 子女担心单身老人的“重组”会
不可避免地导致财产分割，同时增加子女的
赡养负担。热线咨询表明，有 (-.*/的单身老

人认为登记领证再婚的主要障碍是子女反
对，多数理由都涉及财产分割。

! 为了避免伤害子女的情感# 不敢结

婚" 在受调查的 '0多对有再婚意愿老人中，
一半以上遭到了子女的阻拦，子女的理由是
“感情很受伤”。而对“老来伴”的渴望，使得他
们不得不“走婚”。

! $走婚%有心理缓冲期#能给老人较大

的选择空间"调查发现，有的老人怕一旦结婚，
假如合不来，再离婚惹人笑话，不如“走婚”搭
伴养老，实在过不拢，好聚好散。更有一些老
人认为，如果领了结婚证，就等于用绳子把两
人拴在一起，今后会在赡养义务上出现麻烦，
财产关系也难以清算，最好办法就是同居。

! ! ! !但令人郁闷的是，“银发走婚”并非想象
中那么潇洒。

&-岁的梅女士因为前两任丈夫一个家
暴、一个出轨，她离异两次，靠卖盒饭好不容
易把女儿培养成人。女儿出嫁后，梅女士的日
子很孤单，她遇到了 ",岁的仇先生，一个月
后两人同居并打算结婚。“结婚1不行！”梅女
士的女儿强烈反对，她说“怕母亲再次遭受伤

害”，还拿走了房产证，老人只能“走婚”试试。
可是，“走婚”的过程并不顺利，女儿为阻

止梅女士“走婚”后再婚，几乎天天回娘家，隔
三岔五地就呼朋唤友来家喝酒、唱歌，闹到深
更半夜。仇先生苦不堪言，“走婚”三个月，就
卷铺盖走人了。
“这’走婚’失败的背后，其实还是子女和

父母之间的财产关系没有理顺。”热线负责人

白迎堂教授说，一些子女抱着一种思维定式，
认为“父母百年后，财产就是我的”，而一旦有
人走入父母的情感世界，那么，自己的利益就
会受到损害，阻挠是少不了的。
同时，“走婚”不受法律保护，无论是男方

还是女方，都无法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合法配
偶应有的权益，实在是风险难料———遇人不
淑，人财两空，也不在少数。

! ! ! !究竟是要老伴，还是要孩子？虽说
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但没有几个老
人会因为再婚“伤”了孩子。
婚姻关系，不仅是情感寄托，更是

一种财产关系。因此，老人要走出“走
婚困境”，取得合法的婚姻关系，妥善
处理好财产关系，至关重要。

(0岁的唐老先生就显示了“再婚
的智慧”。&年前，唐先先生前妻罹患
癌症去世，他的生活一度陷入混乱，每
天靠吃盒饭和方便面过日子。一年后，
他结识了老年健身队的队友李女士，
两人情投意合，打算领取结婚证。
唐先生有儿子，如何让孩子们能

够理解、接受父亲再婚？唐先生和李女
士选择了婚前“遗嘱公证”，约定唐先
生去世后将房产传给儿子；儿子不得
干涉父亲婚后财产自主权。之后，唐先
生的再婚生活颇为顺利。
“说实话，通常没几个小辈不希望

自家的老人能安享晚年。所以，没有伴
侣的老爸或老妈，能在人生的暮年找
到感情寄托，那是一件喜事。”上海老年法律
服务中心志愿律师汪翔说，问题是，怎么才能
解除小辈的“继承焦虑”，最终“皆大欢喜”1

毕竟，在父母遇到“喜事”之前，很多年
里，他或她的生活都是由子女们悉心照料的，
如果因为“喜事”让原本可能继承的大宗份额
打了折扣，小辈们难免会有“小心眼”。要知
道，依据法定继承规范，一方过世后，配偶当
然成为了合法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参与
继承过世一方留下的所有遗产，包括婚前和
婚后的。

此外，为了感情走到一起的老人们，也要
保证假如自己先“走”了，恩爱深重的对方又如
何衣食无忧，体面生活，起码不至于流离失所1

所以，无论是缓解小辈“继承焦虑”，还是
老辈的后顾之忧，一种恰当的办法就是做好
生前“遗嘱公证”。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
遗嘱公证是一件花费很大的事。其实，即便是
一份涉及上亿元的遗嘱，要公证，在上海为此
支付的费用也不过是 !00+&00元。近年来，申
城遗嘱公证的费用一降再降，就是要鼓励人
们把“遗嘱公证”变成一种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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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丽萍

三大原因造成“银发走婚”

不受法律保护前途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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