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蓓

根据梁晓声茅盾文学奖同
名小说改编，王海鸰编剧、李路
执导的《人世间》，开播后创下央
视一套3年来收视新高，豆瓣8.1
分。

“孝顺分两种：养口体和养
心智。养口体是伺候在父母身
边，照顾衣食住行；养心智是远
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
荣……”这是《人世间》里的一句
台词，配上过年阖家团聚的氛
围，引发了网友大讨论。

如何尽孝，最终主体是老
人，那么他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近日，记者走访了数位老人，他
们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一致
表示：孩子们过得幸福才是最大
的孝顺。

宁愿她生活平平
不愿她去大城市

王凤云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家住
中央花园小区，与自己的独生女儿一
家一起生活。关于养口体还是养心
智，她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有两个孩子，有一个留在
身边，另一个去大城市奋斗，我也能接
受。但我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我宁愿
她待在平顶山这个小城市生活平平，
也不愿她远嫁到大城市。”王凤云说，
她和身边几位朋友讨论过《人世间》这
部电视剧，大多数朋友家中都是独生
子女，他们有同样的想法。

不愿孩子远走，最重要的考虑是
以后老两口的养老问题。王凤云今年
66岁，老伴儿与她年纪相仿。“马上进
入古稀了，很怕自己突然有个小病小
灾的。如果儿女不在身边，那可怎么
办？”她说。有的人可能会说，给父母
请保姆、护工或者送父母去高端的养
老院，只要钱到位，老人的养老也不会
成问题。对此，王凤云不赞同：“老了
之后更在乎的是身边有人陪伴。一旦
躺到病床上，孩子们的贴身照顾才能
给老人生存下去提供动力，这是保姆
和护工这些外人不能代替的。”

目前，王凤云的女儿与女婿工作
稳定，小外孙已经上小学，一家人生活
得其乐融融。最重要的是，她和老伴
儿没有什么经济压力，都有退休金。

“老了在经济上也会让孩子没那么大
压力。”王凤云表示，她两个弟弟的孩
子一个留在上海，一个留在深圳，两人
都是博士毕业，虽然事业有成，很值得
父母骄傲，但是“当时孩子们决定留在
大城市，父母帮助他们在上海和深圳
买房子，需要拿出上百万元，经济压力
非常大”。她很庆幸，女儿留在我市工
作，守在他们身边生活。

女儿在北京工作的朱老师也有同
样的看法，她说：“很多老人都希望儿
女有出息，然而千万不能忽略了身边
那个‘没出息’的孩子。有出息的儿女
解决不了最实际的问题，那就是长久
的陪伴和精心的照料，这才是我们老
年人最需要的。”不过，女儿一家目前
在北京生活稳定，她也不愿让女儿再

折腾回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实在
不行老了就住养老院呗”。

很想让他陪在身边
但更希望他事业有成

今年60岁的王先生家住湛河区
某小区，他的独生儿子一家目前在海
口市工作，儿子自主创业，经营一家与
环保相关的公司，儿媳是一名教师，小
孙子正在上幼儿园。

“我曾经去海口看孙子，但没有住
太长时间。”王先生说，年轻人与他的
生活方式很不一样，南北方饮食、气候
的差异也让他很不习惯，所以他很少
去海口。“不过，我全力支持他们留在
海口。”王先生表示，不管从经济、环
境，还是国家政策来说，海口都有很好
的发展前景，儿子留在海口比在平顶

山更有机会。“最主要是为孙辈考虑，
如果他们在海口落户，教育资源各方
面也会比河南要好一些。”

看到亲友都有孩子在身边，自己
虽然退休却无法享受天伦之乐，王先
生也会懊恼：“我也很想他能在身边陪
着我呀，但是眼看孩子在海口有更好
的发展，我不能为了自己影响他的事
业啊！”王先生说，比起自己的养老问
题，他更希望儿子事业有成。好在他
经常与儿子一家通视频电话，逢年过
节有机会儿子也会回来，还时不时给
他包红包、寄礼物。

“儿子已经去海口两年多了，买
的房子今年5月份就要交房了，他们
现在又准备要二胎，如果到时候需要
我帮忙，我就飞过去。”王先生说，不
管从经济上还是体力上，他都会尽量
支持孩子们，希望他们一家人幸福美
满。

不管他在外面如何
都希望回到我们身边

蔡嘉宾今年41岁，2005年从厦门
来平创业，在市区电子时代广场经营
一家线材批发店铺，已经在我市生活
了 17年。这两年，迫于父母的压力，
他也在考虑返回福建，看看有没有更
好的发展机会。

“我的父母比较传统，养儿防老是
他们最主要的想法。”蔡嘉宾说，他的
姐姐在厦门市工作生活，照料父母主
要靠姐姐和姐夫，但父母总不愿过多
麻烦他们。他回厦门的机会很少，“以
前每年回去两三次，这几年由于疫情
影响，每年最多回去一次”。

上个月，蔡嘉宾的母亲不慎扭伤
了脚，给他打来电话。由于春节前生
意繁忙，他没有时间回去照料，只好打
电话给姐夫，让姐姐、姐夫帮忙照看母
亲。直到临近春节，他才回到福建，与
父母和姐姐一起过了个团圆年。“我
父母只在我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来
过两次。”他说，父母吃不惯这里的食
物，也受不了这里干燥的气候，最主
要的是语言不通，父母不会说普通话，
平时出门买菜都成问题，实在无法在
我市生活。

此外，由于父母和妻儿很少见面，
一家人的关系也比较陌生。“我爸妈经
常说，有个孙子跟没有一样。”这也很
让他郁闷。这么多年来，蔡嘉宾的父
母经常打电话抱怨他没有好好孝敬他
们，“街坊邻居也经常说我爸妈养个儿
子白养了，挣钱再多也不回来给他们
养老”。他说，在老一辈客家人看来，
养老还是要靠儿子的，但他常年在外，
让他的父母听了不少闲话。

“他在外面发展得再好，我们都希
望他能回来陪伴我们。”蔡嘉宾的父母
在电话中说。

随着年纪增长，蔡嘉宾的父母身
体状况也不时出现问题。“这两年受疫
情影响，我也在改变经营方式。”蔡嘉
宾说，他正慢慢将实体店的客户转到
网上，等过两年儿子上了初中，他准备
带着全家回厦门生活。“不仅是为了照
顾父母，也是为儿子的教育着想。”
（本版《人世间》剧照配图来自网络）

央视热播剧《人世间》引发网友大讨论

养口体或养心智，老人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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