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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抚养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义务

刘女士生于 20 世纪 50
年 代 ，每 月 退 休 金 有 上 万
元，加上没有房贷，生活相
对宽裕、放松。退休后，她
的生活依然丰富：在老年大
学上舞蹈课，参与书画协会
的展览活动，组织老同学、
老同事聚会，与朋友定期结
伴 旅 游 ，等 等 。 退 休 这 几
年，她去过西藏、新疆，冬天
去东北滑雪，夏天去云南避
暑。

刘 女 士 的 想 法 很 有 代
表性：退休后就应该享受生
活，而不是自愿承担照顾孙
辈的任务。

与此同时，刘女士的独
生女儿李楠正在陷入“丧偶
式育儿”的局面：公婆以“退
休后还需工作”为由拒绝帮
忙；丈夫则忙于创业，经常
早出晚归，育儿重担落在李
楠一个人身上。

李 楠 曾 请 母 亲 帮 忙 照

顾孙子。尽管心疼女儿，刘
女士还是婉拒了：“我年轻时
是职业女性，吃了一辈子食
堂，饭也不会做。让我带孩
子，比带项目还难。”刘女士
建议女儿去月子中心坐月
子，之后如果要请专业的育
儿嫂，她来出钱。“照顾孩子
方 面 ，专 业 人 士 比 我 有 经
验。如果有经济困难，我可
以提供一定资助。我认为，
老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给儿女提供帮助，而不
是无条件地全力以赴。”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多
样化的退休生活，而不是绕
着孙辈转。他们身体尚属健
康，拿着退休金，正是有钱又
有闲的时候，学习新技能，参
与 新 活 动 ，人 生 有 无 限 可
能。刘女士说：“退休后才是
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老年人
的自我实现同样有价值，我
们没有义务为子女照顾孩
子。”

卢女士的情况和刘女士
相似，她认为，“老年人带孙
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
务”。

61 岁的卢女士是一名
纺织厂退休工人，居住在广
州。退休后，卢女士加入一
个老年舞蹈队，每天和同伴
一 起 排 练 ，还 受 邀 上 过 央
视。她称自己的退休生活

“非常忙碌”。
卢女士的丈夫是本地

人，有一些可稳定收租的房
产，爱好钓鱼，一出去就是

一整天。而卢女士每天上午
8 点准时去珠江边和老姐妹
们跳舞，10 点半“收队”后再
一起上茶楼喝茶，她经常坐
40 分钟的公交车，从海珠区
到荔湾区跟老姐妹们碰头：

“那里的茶楼平靓正，很抵食
（划算）。”

老 年 人 不 参 与 隔 代 抚
养，这种情况在广州绝非少
数。通常，这类老人住在自
己的房子里，并不与子女同
住，只有周末家庭聚餐时才
有机会见一见孙子、孙女。
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
时，他们更愿意“出钱”而非

“出力”。

育儿问题的张力

小麦夫妇都是 85 后，在
上海生活。他们是第一代独
生子女，也是“421”家庭结构
中的夹心层。

小 麦 今 年 年 初 生 了 二
胎，夫妻二人的生活更忙碌
了：丈夫每天早上 8 点前把
大宝送去学校，再以最快的
速度在 8 点半前赶到公司。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给
大宝报小学托管班，小麦负
责大宝中午、下午的接送，与
此同时，她还得把刚刚学会
爬行的二宝带在身边。

二宝才半岁，如果请一
个育儿嫂，每月需要额外支
出 7000—10000 元 ，这 超 出
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小麦和
丈夫也考虑过几家早教中
心，希望找到合适的托管服

务，但被一年 10 万元的高额
费用劝退。

即将结束产假的小麦，
正在为无人照顾孩子而发
愁。生育女性的困境一再重
演，促使小麦进行思考：“什
么样的家庭能让女性在生育
后回归职场？一是经济条件
允许，请得起保姆的家庭；二
是有老人帮忙照顾孙辈的家
庭。如果没有能力请保姆，
又没有老人的帮助，双职工
家庭可能需要牺牲一个人的
职业生涯来照顾孩子，而这
个人往往是女性。”

最终，为了支持小麦重
返职场，小麦的母亲离开家
乡，来上海帮她带孩子。小
麦的母亲姓张，今年 70 岁，
退休前是一名教师。张老师
说：“我的两个外孙都是我带
大的。现在上海的家庭流行
外婆照顾孙子，奶奶是几乎
不参与的。”

张老师对老人不帮忙带
孩子的原因也有清醒的认
识：“婆媳关系大都存在问
题，隔代教育的差异和矛盾
是很难避免的。婆婆照顾孩
子往往吃力不讨好，现在许
多老人不愿意做。”

社交媒体上，关于“老人
带娃”和“老人不带娃”的讨
论，两种观点势均力敌。家
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育儿经。
在一线城市，职场压力大，保
育系统不完善，房价和育儿
成本高昂，年轻人不得不寻
求老人的帮助，以减轻经济
压力。如今老人们从以往的

“无限连带责任”转变为结合
实 际 情 况 的“ 有 限 度 的 帮
忙”，从理所当然的奉献到有
商有量的配合，是一种进步。

年轻家庭的第二个“妻子”？

因 为 担 心 老 人 不 愿 帮
忙，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是否
有老人帮忙带娃”作为生育
决策的重要考量。许多人因
为难以承担育儿的重担，选

择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
孩子。面对生育率的快
速下降，“应充分利用老
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红
利”，有专家如此建议。

然而，“新老人”并不
愿意成为“红利”，而是用
行动摆脱传统的规训，做
出自己的选择。固然有
人愿意为儿女分忧，但也
有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生
活和空间，过上体面且丰
富的退休生活，而不是陷
入为子女无条件付出的
轮回。

复 旦 大 学 教 授 沈 奕
斐在《谁在你家：中国“个
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
指出：在城市双职工家庭
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
有家务，配合儿子、儿媳
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
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
己 的 需 求 ，扮 演 着 完 美

“妻子”的角色。
沈奕斐认为，当代年

轻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权
利和地位并非来自男性，
而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
渡。但后者的牺牲、困境，
鲜少被提及和重视。

“ 新 老 年 人 ”选 择 不
带孩子是个人权利得到
重视的体现，也是社会进
步和个体自我实现需求
的反映。没有什么是理
所应当的，也没有一蹴而
就的共赢方案。社会应
提供更多支持，满足年轻
人的育儿需求和期望，帮
助老人追求自我价值。

张 老 师 说 ：“ 等 到 孙
子上小学，我就把抚育孩
子 的 责 任 还 给 他 们（子
女），他们则把自由生活
的权利还给我们。老年
人 应 该 有 自 己 的 生 活 。
父母辛苦大半辈子了，应
该有闲适自在的晚年生
活，不必再为儿孙操心费
力。” 新舟

中国新老人：

““出钱可以出钱可以，，
但别让我们带娃但别让我们带娃””

清晨，刘女士轻摇折扇，走在通往公园的小径上。每走几步，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
这是刘女士退休后常来的公园，每天 8点，她会在这里和拳友一起打太极，享受晨练时
光。与此同时，公园里也不乏推着婴儿车遛弯的老人。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刘女士，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拒绝带孙的她，决定把
退休生活留给自己。如今，有越来越多像刘女士这样的退休老人，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
值观的冲突中，尝试与后辈在育儿问题上达成平衡。

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向年轻人学习，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
大部分“新老人”表示自己很忙，这与公众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普遍清闲、
孤独——有所不同。除了体育锻炼、旅行等线下活动，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忙
于在线交流；还有超过20%的老人忙于上网学习，平均在线时长为每天2小时。

他们也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退休后，不用帮子女带孩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