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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6岁的刘建退休前在单位是
个领导，退休后一下子闲了下来，闷得
发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有
了一些让儿女们颇为无奈的怪癖：开
始在小区里转悠着翻垃圾桶捡废品；
商家搞赠送活动，他为了一些不值钱
的气球等小礼品要排上半天队，让家
里人十分烦恼：站这么久，身体也吃不
消啊。

“我们劝过他好多次，退休了出去
转转玩玩多好，非得捡废品干什么呢？”
刘建的女儿刘丽说，其实小区里有保洁
阿姨，收入不高，平时也会特意把垃圾
桶里的废纸箱、塑料瓶等捡出来，卖了
补贴家用，自己的废品有时也会直接留
给保洁阿姨。没想到父亲一大把年纪，
还和保洁阿姨“争抢”。后来，邻居们都
知道了这个爱翻垃圾桶的老爷子。

“十来年前我生大宝，有一些推销
奶粉或者婴幼儿用品的商家发小广
告，装在无纺布手提袋里。我不需要，
随手把袋子扔到病房的垃圾筐里。没
想到我爸来看我，看见垃圾筐里的袋
子顿时两眼放光，快步走上去就要捡
出来。”刘丽说，“后来我生气了，他才
没再捡，但还是恋恋不舍地看了好几
眼。”

“他退休工资不低，家里也不缺
钱。”刘丽说，但让她头痛的是，多次劝
说，老人家依然我行我素。自从疫情
发生后，家里人屡次从卫生、安全的角
度劝说，父亲终于收敛了一些。但只
要形势稍有好转，他还是不时去翻小
区里的垃圾桶，“我们也实在是拿他没
办法。”

关爱老人，精神赡养同样重要

□本报记者李科学

因为父亲的“偏执”，清明假
期，市民王磊和父亲又大吵了一
架。“我真是忍不住了，他年纪越大
越固执，现在到了偏执的地步。”4
月5日上午，王磊叹着气说。

《论语》中说，“六十耳顺”，60
岁的老人通常对俗事已经看开，
遇事镇定自若，波澜不惊，但也有
一些老年人退休后，在儿女眼里
性 格 变 得 越 来 越 偏 执 ，不 听 劝
言。4月 6日上午，平顶山学院医
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刘志平说，儿女要关注老人背
后的需求，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引导。

王磊的父亲今年72岁，和老伴儿
住在市区矿工路东段。自从几年前退
休后，不时听到亲友去世的消息，让老
王心里很是添堵；个别老同事刚退休，
就患病去世，更让他觉得世事无常，越
来越害怕死亡；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就怀
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慢慢地，他开始
频频往家里带保健品的宣传广告，一些

推销保健品的杂志也开始定时寄往家
中，家里的电视更是长期锁定在购物频
道，茶叶、奶粉、胶囊、口服液等，只要沾
上“延年益寿”“改善睡眠”等字样，老王
必定要买回来试试。

“我们和父母不住在一起，但离得
不远，就是想着平时能经常去看看，照
顾他们。除了周末必去，平常下班也

会去两三次。”王磊说，可每次到父母
家中，都会看到新的快递。客厅半边
几乎被保健品占满，像麦绿素片、白藜
芦醇胶囊、深海鱼油……有的快递箱
连拆都没有拆开。父母都不缺钱，但
退休金几乎全花在了买保健品上，保
健品大把大把地吃，餐饮却非常俭省，
说是老了肠胃不好消化，一碗薄粥一

碟青菜了事。有时，王磊想劝劝父亲，
但还没说几句，父亲就敏感起来，大发
雷霆。

父亲对生活中的小事也特别在意，
王磊为此十分头痛。父亲年轻时虽然
也很固执，但并不像现在这样偏执得有
点过分。“每次一说他做得不对，他就特
别生气，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老年人会出
现偏执行为。”刘志平说，一些老人年轻
时性格就较固执，有说一不二的家长作
风，也有些老人生活不顺、历经坎坷，老
了会有不平之感，容易性格偏执。不
过，有些很理智、大度的老人到了七八
十岁忽然性情大变，偏执，行为古怪、偏
听偏信等，有“让人不认识”之感，是由
于生物学上的衰老导致的，也叫心理衰
老，实质上是大脑细胞的退化。如果有
这样的变化，家人需带老人做个检查，
如发现大脑处于萎缩状态，要及时进行
干预。

与对老人的物质养老相比，精神赡
养问题要复杂得多。刘志平说，老人退

休后环境变化，生活圈子缩小，接受新
事物的刺激也在减少，如果能多读书、
看报了解外部世界，会较易于接纳新生
事物，但如果不继续学习，囿于自己的
小圈子里，遇事不变通思考，就会越来
越局限，也会越来越极端，在别人眼中
成为“固执”“一根筋”的人。“他觉得捡
废品能卖钱，实际上可能并不需要这个
钱，但认为这是一种节俭，是思维观念
的固化。”捡废品和买保健品从本质上
来说，都是老人的一种行为习惯，面对
这种固化思维，子女的批评或劝阻实际
上是没有用的。

刘志平说，也有部分老人的偏执是
由于自满、虚荣心所致。有的老人退休

后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要用其他方
法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在一些小事上
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有的老年人
思维刻板又极为敏感，别人声音稍大一
点，就认为是不尊重他，结果与周围环
境越来越格格不入。作为子女，对偏执
的老人不能硬碰硬，要多哄，只要不是
原则性的问题，不必太过较真。比如收
集废瓶子，可能老人觉得有事做，有种
成就感。另外，子女需要给老人创造一
定的空间，适当给老人一些新鲜事物的
刺激，如教老人使用手机了解外部世
界，给老人一些适合的大玩具，多动手
动脑，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老年人之所以会变得很固执，多

是由于心理上的寂寞。”刘志平说，有的
老人会刻意用一些非常规方式如捡废
品等引起子女的注意，和孩子用哭闹的
方式引起关注类似。而对于子女来说，
不要一味地站在老人的对立面指责、批
评，而要站在老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多
听听老年人的内心需求，分析这种行为
背后的原因，找到老人的需求点才能解
决问题。子女也要注意说话的艺术，不
要正面冲突，站在老人的立场考虑之后
进行有效引导，更利于让老人慢慢接
受。同时，老年人内心寂寞的排解不仅
仅需要儿女尽孝，也需要老人自己努力
改变和社会大环境的关怀。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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