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05/11
星期六

甲辰年 四月初四

总9093期 今日 8版

2024

统一刊号：CN23-0018
邮发代号：13-18

中 国 百 强 畅 销 报 刊 年 长 者 的 精 神 家 园

北京、广州、哈尔滨、西安、南京、济南、郑州、石家庄同步印刷

出版：老年日报社 订阅投递查询热线：11185转0 发行部：（0451)84612023 广告部：（0451)84612293 办公室：（0451）84612031

1
我爸妈也曾是海外老漂

族的一员。除了第一次出国
时的一点新鲜感，后面每次
来，极度的不安全感几乎占
据了他们全部的情绪。

身居国内的老漂族会对
新环境感到陌生，但通常不
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但海
外的老人面对的是语言不
通、文化隔阂、种族和信仰多
样性的多元社会，除了自己
的那个小家，没有亲戚、朋友
或者近邻可以倚仗。

因为听闻过不少关于国
外不安全的报道，我爸妈第
一次来国外时，白天外出散
步但凡看到肤色稍深、或者
穿着“嬉皮”的人，要么就是以
最快的速度奔回家、要么就
是换道而行避免和对方有交
集。即使擦肩而过时，对方
会热情和善地与他们打招
呼，他们内心的紧张和不安
还是会从身体里奔涌而出。
因此，哪些地方一定不能去、
晚上几点不能出门、去哪里
要结伴行……都是这些老人
会关注、打听、相互传送的消
息。

但比起不安全感，更让
海外老人痛苦的是语言不通

带来的社交障碍——除非周
边有中国老人，否则自己就
变成了“哑巴”。

我们曾住过一个地方，
周围没有一户中国人。那段
时间父母过得很痛苦，我和
丈夫成了他们生活里唯一能

“说话的人”。周遭人的喜怒
哀乐、这个世界的滚滚生活
在他们面前走过，但他们却
无法参与和交流，如同离群
的海鸟，只能望向彼岸。

我爸妈都是典型的社交
牛人，在国内无论是与小区
里的邻居侃大山，还是参加
亲朋好友、老同学和姐妹淘
的聚会，活跃气氛、侃侃而谈
是他俩的特长。“沦落”到国
外，只能委屈地变成内向。
一句“No English”加上微笑，
是他们社交的唯一应对之
策。

对海外老漂族来说，漂
泊的晚年里为数不多的幸事
之一，大概就是可以生活在
一个中国老人多一点的社区
吧。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相似
身份，能让他们彼此的联结
紧密一些，让自己孤独、单调
的带娃生活里多一处排解苦
闷的出口。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华
人不少，帮子女带娃的老人

也不少，有几位老人年纪相
仿，会邀约一起种菜、散步、溜
娃、带着孙辈看演奏会、说说
家长里短，明显能感觉到他
们的“幸福指数”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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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漂 族 们 除 了 要 面 对

“外部矛盾”，身处异国他乡的
“内部冲突”也少不了。首当
其冲的便是代际不同的育儿
理念和中西育儿差异双重袭
击下裹挟而来的育儿冲突。

小 孩 在 家 要 不 要 穿 袜
子、天冷是不是一定要戴帽
子、睡觉是不是一定要盖被
子、吃东西是否一定要吃热
乎的……这些属于不同代际
的育儿理念，有一些是可以
调和的，就算按照老一辈的
育儿经验执行，也无伤大雅。

但到了国外，中国长辈
的育儿经不仅吃不开、甚至
还有可能被视作“有毒”。

我家老大不满一岁时，
有一次发高烧到 39 度，全家
人慌成一团去看急诊。护士
量完体温后，要给老大褪去
衣衫散热。我妈急了，向对
方投以“刁民害皇孙”的目光，
非要把自己的外套披到孩子
身上，给孙子捂汗散热。

医生听了心肺、照了耳
鼻喉、询问了有无其他症状
后，初步诊断是病毒感染，于
是开出了治疗方案：婴幼儿
泰诺按量服用、多喝奶或者
水防止脱水、然后回去扛着
吧，三天后情况还没好转或
者中途变严重再来就诊。

我爸妈对医生的“草率”
十分不满，发出了三连问：不
验血吗？不开药吗？不打点
滴吗？我和丈夫只能耐心解

释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的区
别。老人听了频频摇头，就
差买一面庸医的锦旗甩给对
方了。

老大习惯了从冰箱拿出
牛奶就喝，我爸妈皱眉：不会
拉肚子么？老大习惯了睡觉
不盖被子（室内四季恒温），我
爸妈叹气：肚子、脚底板受凉
了怎么办？老大习惯了洗澡
水偏温凉，我爸妈倒吸一口
冷气：骨头冻坏了老了可咋
整？

父母积攒的那些育儿经
验，到了国外，都是水土不服。

而且带娃这件事，不分
国籍都是同样辛苦，但国内
的老人是能得到来自第三代
的精神回报的。他们通常和
孙辈朝夕相处、文化又是同
质的，孙辈即使长大后也会
和他们比较亲，有着深刻的
羁绊。

可国外长大的孩子接受
的教育、成长的环境、文化以
及和老人生活的时长，与国
内带娃的老人是无法相比
的。别说深刻的羁绊了，孩
子越大越有限的中文水平，
和老人沟通都是问题。我们
几乎每天都和我爸妈打视
频，老大从小时候拿着手机
和姥爷姥姥聊天、逗乐，到现
在变成七岁的他和长辈打个
招呼、就去忙自己的事情，这
里面有年龄和生活背景差距
带来的隔阂、也有相处时间
有限填补不了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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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让国外的老漂

族担心和寒心的可能还是在
帮忙带娃这件事上，自己几
乎就是在做一桩“赔本买卖”。

国 内 的 老 人 帮 忙 带 孩
子，一些人还存着“我帮你带
娃、你给我养老”的想法，即使
是“第二故乡”，也要和子女生
活在一起。确实父母帮自己

很大的忙，儿女在父母年迈
时尽孝心也是应该的。但
海外的老漂族可能就没有
这种“交换”条件。一些父
母年迈时只能随子女移居
到国外养老。而这又会产
生很多新问题：父母的退休
工资换成美元后“贬值”、医
保无法使用、难以排遣的孤
独、以及可能再也无法叶落
归根的遗憾……

我认识的一位海外老
漂族，女儿很会读书，从小
镇做题家读到 985高材生、
最终读进了美国藤校的博
士，毕业后留美工作。十
年期间，工作外派、结婚生
子，辗转两个国家的多座
城市，妈妈一直随迁帮忙
带两个孙辈，从 60 岁带到
70岁。中途遭遇了三年疫
情，无法回国和老伴儿团
聚；现在自己年纪又大了，
飞不动，老伴也不愿意过
来、女儿又离不开她帮忙
照顾孩子，两个家庭、两对
夫妻、三代人，也只能迫于
现实“四分五裂”地生活
着。

在海外老漂族的故事
里，他们有与家人团聚的
快乐、有看着下一代奋斗
燃起的希望，但同时抹不
去的是挣扎与无奈。因为
身份和签证问题，这些老
人只能间歇性地承担起照
顾第三代的责任，付出未
必少，但却背负着更多的
孤独、不安、以及未必能兑
现的回报所带来的愁苦。

人生有选择，但命运
不会每一次都给你的选择
判对。跨越半个地球、漂
洋过海地举全家之力为下
一代的铺路，能否换来后
代的安好和自己晚年的安
逸，没有人知晓答案，也没
有人能交出一份让大家都
满意的答卷。 静思

背负更多孤独与不安——

被困住的被困住的异国老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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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住 在 这 里 ，你 千 万 不 要 往 西 边
去，那里乱七八糟的人可多了，很危险
的，白天也不能去啊。听说前两周，有
个 小 孩 在 那 边 还 被 扇 耳 光 了 。 还 有 ，
晚上六、七点以后就别出门了，真的不
安全。好好在家里待着啊。”

眼前这位五十多岁的大叔，操着带
方 言 的 普 通 话 ，一 边 给 不 到 两 岁 的 孙
女 荡 秋 千 、一 边 像 老 父 亲 一 样 耳 提 面
命地叮嘱我这个新搬来的住户安全须

知 。 我 在 美 国 旅 居 了 近 十 年 ，这 位 大
叔 和 我 遇 到 的 所 有 海 外“ 老 漂 族 ”一
样，对周边环境极度缺乏安全感，不仅
自 己 小 心 万 分 ，碰 到 同 胞 也 要 率 先 把
安 全 问 题 作 为 人 生 头 等 大 事 交 代 清
楚。

“ 老 漂 族 ”这 个 词 近 两 年 被 频 频 提
起 ，而 那 些 漂 洋 过 海 来 帮 忙 带 娃 的 异
国老漂族们经历的问题与国内老漂族
类似，但痛苦的感受也许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