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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可有多少夫妻，走着走着就落了
单，很多单身老人都想再找一个
老伴儿。

然而，老年人的婚恋有着太
多的羁绊——子女态度、财产处
置等都是绕不过去的坎。于是，
有些选择同居不领证，搭伙过日
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散了；有
些因找不到心仪之人望而却步；
有些还在继续寻觅……

婚恋，是带着羁绊的渴求

今年81岁的老秦头，是鹰城万
人相亲大会会员登记表上年龄最大
的征婚者。他是县级行政机关退休
公务员，4个子女均已成家立业，早
年在市区买了房，如今在市区居住。

8年前，任劳任怨跟他生活一辈
子的妻子患病去世，子女们争着要接
他一起生活，可他不愿去：“我现在身
体还好，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一个
人生活也自由，想去谁家住两天就去
谁家住两天，多好呀。”于是，从来不
做饭的老秦学着自己做饭，每天到河
堤上锻炼，过起了空巢生活。

几年前，有人给他介绍一个退
休的女医生，家境条件很好，穿衣打
扮很讲究。一到他家，看到他使用
的还是多年前打造的老式家具，就
劝他换家具。后来女方邀请他到家
里玩，看到对方高档时尚的家居标
准，他退缩了：“我从小在农村吃了
很多苦，生活比较节俭，感觉从生活
习惯等方面，两个人就不般配。”

他对女方说：“我们的生活习惯
不同，结合以后，是我随着你，还是
你随着我呢，恐怕会发生矛盾。”又
见了几面后，他慢慢冷淡下来，女医
生百思不得其解：“想不到老秦会甩
了我？！”

后来在鹰城万人相亲大会上，
他看到一个60多岁的征婚女士，感
觉不错，打电话与人联系见了面。
经了解，对方是从东北迁来的干部
后代，下海创业，颇有经济实力。对
方对他很满意，可他看了对方装修
豪华的大房子后，又自卑了：“人家
条件太好了，我觉得我享受不了。”
去年，老秦遇到这位女士，得知她从
东北老家找了一个老伴儿，现在一
起生活。

“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
呢？”对于这个问题，老秦回答：“希
望对方 70多岁，身体健康，有退休
金。两个人在一块儿，主要解决个
陪伴问题，能一起说话、看电视，互

相有个照应，不孤单。”
说到底，老秦想找个与自己条

件相当的。看来，老年人找伴儿，也
考虑门当户对。

平顶山日报社鹰城相亲办公室
的负责人李爱仙说，近年来，随着老
年人及其子女思想观念的转变，越
来越多的单身老年人希望找到伴
侣，前来登记征婚的老年人逐渐多
了起来。从征婚者的统计情况来
看，优质的单身老年女性较多，她们
一般经济独立，有思想、有文化，从
退休女干部到女老板女经理都有。
但是，与之相匹配的优质单身老年
男性太少了。

“一个人再优秀，也需要一个真
心实意呵护自己的人来陪伴。特别
是当自己遇到困难，没法解决的时
候。”做了多年公益红娘，于女士深
有感触地说，曾经有位老年单身朋
友一直不愿找老伴儿，可有一天高
血压犯了，身边没有人，她后怕了，
就来报名征婚了。

作为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督
导，平顶山学院的沈义良教授正在
主持编著一本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
养护的书。他说，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的加快，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也
日益突显。许多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越来越强烈，他们需要有人陪伴，需
要情感抚慰，如果能找到一个称心
如意的伴侣，对这些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将有极大的帮助。然而，现实
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老年人婚恋
的成功率很低。要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老年人本身及子女要转变观念
外，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也要重视
起来，要用现代意识、科学方式来研
究关注老年人的婚恋问题。

“老年人的婚恋问题是涉及心
灵的事、涉及幸福感的事，各级政府
部门和公益组织要关注老年人的情
感生活、内心世界，有针对性地提供
这方面的服务。”沈义良说。

老年人找伴儿 也考虑门当户对

爱好摄影的老姜，与新中国同
岁，原配妻子十多年前患病去世之
后，先后找过两个老伴儿，均是同居
不领证。他坦言，这只是为了减少一
些财产纠纷和家庭矛盾，他对每一个
老伴儿都是实心实意地好。

老姜从矿上退休，退休金 4000
多元，在城郊农村有一处院落，生活
无忧。妻子去世两年后，他找了第一
个老伴儿。他供养老伴儿的儿子上
大学，但老伴儿的儿子不上进，成天
玩游戏，连毕业证也没拿到。老伴儿
因此郁闷生气，不久患了癌症，在他
们一起生活了6年后离世了。

经朋友介绍，老姜又认识了一个
女人，比他小 10 岁，时髦、爱跳舞。
认识第二天，女人就住进了他家。他
对这个女人百依百顺，工资卡交给她
保管，帮她还房贷，送她去舞场，给女
人找舞伴。两人一起生活花销大，工
资卡月月花得精光。

与第二个老伴儿一起生活4年
之后，两人的矛盾突显出来。原
因是，老姜的儿子生活拮据，儿子
儿媳嫌“新婆婆”花钱太多。老姜
的孙子上高中后花销加大，儿媳想
让老姜每月资助孙子600元钱。老
姜疼孙子，自然愿意，但老伴儿不
同意。

就这样，夹杂了金钱问题的感情
慢慢就有些变味，为免生闲气，老姜
就跟第二个老伴分了手。“现在仍有
联系，但不在一起生活了。”老姜说，
他现在要供养孙子上大学，就把工资
卡交给儿子保管。

说起还找不找老伴儿的事，老
姜有些气馁：“不想再找了，不想花
那钱，也不想操那心。”现在，他没
事跟朋友们聚聚，一起出去拍拍
照，一块外出旅旅游，过得也挺潇
洒。

据了解，老年人婚恋中，像老姜
这样“结而不婚”的现象，并不鲜见。
多次在平顶山日报社举办的鹰城万
人相亲大会上担任公益红娘的于女
士说，现在很多老人找老伴儿，就是
搭伙过日子，平时有个人说话，生活
上有个照应。不领结婚证，就不会涉
及财产纠纷和子女的矛盾等问题，会
少很多麻烦。

“老年人‘再婚’率高，‘离婚’率
也高，都过了一辈子，脾气性格早已
养成，不可能改变，谁也不想迁就谁，
于是分分合合的戏码就会不断上
演。”于女士这样说道。

前后找了俩老伴儿
都散了

王阿姨是一位年逾七旬的独居老太，
精心烫染的卷发，搭配红色风衣，依然神
采奕奕。10月 21日上午 10时许，见到她
时，她刚从湛河堤上跳舞回来。

王阿姨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个
留在北京，一个留在湖北。8年前，相濡
以沫40多年的丈夫突发心梗去世，她一
直独自生活。

当她从失去老伴儿的痛苦中走出来
后，性格外向的她开始跟一些老年朋友走
模特步、跳广场舞，但孤独寂寞的感觉依
然会突然袭来，特别是想起丈夫为她做的
热乎乎的饭菜的时候。

有人劝她再找个老伴儿，她一开始有
顾虑：“这么大岁数再找老伴儿，别人会咋
说？老娘再嫁，儿子脸上也无光。”可儿子
们说，他们身在外地，不能陪伴在母亲身
边，支持她再找个伴儿，好有个照应。

于是有人介绍，她就去见面，可常常
是见两回面就没了下文。一次，有人给她
介绍个老头，两人一起在公园广场转了半
天，到了饭点，进了餐馆，老头一屁股坐在
桌子边不动了。一看这架势，她只好去点
餐、端饭，最后还是她买的单。

“既无绅士风度，又无服务意识，找这
样的老伴儿干啥？”她说，“还有一个，见了
两次面，就要我跟他去领证。”对方老家是
农村的，在市区没有房子，又这么着急领
证，王阿姨疑心人家目的不纯，又吹了。

“想找个合适的老伴儿，真的很难。
对于单身老太太来说，就更难了。”王阿姨
曾经在鹰城万人相亲大会上担任过红娘，
她分析说，一是丧偶的老太太本身就比老
头多。不管是从相亲会上的数据还是从
平时的老人圈子来看，10个单身老人中的
男女比例约为37。二是老年男性找对
象要求条件高，一般都要求岁数比自己
小。80岁老头可以找60岁老太太，80岁
老太太谁要呀？

经过多次的失败经历之后，对于找老
伴儿，王阿姨已经不想了，现在抱定的态
度就是，“每天吃好玩好，身体好，不给儿
女增加负担。”

单身老太找伴儿难度更大

昨天，在平顶山日报社鹰城万人相亲大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整理前来登记征婚的老人个人资料。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