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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沈超超 汪明珠

热播剧《都挺好》引发下沙人热议

陪伴父母，就能理直气壮啃老吗

前天，热播剧《都

挺好》迎来大结局。剧

中“ 苏 明 成 式 啃 老 ”、

“陪伴式啃老”一度成

为热词。其中涉及的

亲子关系话题，也引起

不 少 下 沙 人 关 于“ 啃

老”的讨论。

剧中的苏明成是人们口中的巨婴，

从父母那里得到不少经济资助。“成年了

再用父母的钱就是啃老，就是不对。”下

沙人朱女士代表了一种看法。

不过也有人觉得，如今的年轻人生

活压力越来越大，很多父母心疼子女，在

经济方面给予一些资助也无可厚非。

“只要孩子是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的，

家里资助一点，不能算啃老吧。”今年 67

岁的周先生是新下沙人，十年前就在沿

江板块定居了。他和老婆有个独生儿

子，如今也已经结婚生子。

几年前，他就给孩子在金沙湖附近

买好房子，作为孩子的婚房。当时，周先

生不仅付了首付，还负责每个月的月供，

到现在已经还了 5 年。“我就这么一个独

生儿子，让孩子过得充裕一点，我也开

心。”周先生说，他儿子一个普通白领，单

位里时常加班，一个月工资七八千左

右。平常开销也大，经常是月光。周先

生回忆，有一年“十一”长假，儿子有 5 个

同学结婚，光礼金就出了一万多元。“不

补贴他买房，肯定成不了家。”

现在，他们每天生活是这样的：每周

一到周五，周先生和老婆负责带孙子上

幼儿园，到了周五，小两口过来吃个饭，

把孩子接回自己家过周末。

当然，资助要把握好度。有些子女

心安理得搜刮父母积蓄，最终会变成四

肢俱全的“废柴”。

今年 30 岁的下沙人小赵，和老婆有

一个可爱的女儿。这些年回迁后，小赵

家里一共分到四套房子。其中一套，由

小赵和老婆住，一套他父母住。另外两

套出租赚钱。因为条件好了，小赵的父

母不仅包了孙女的所有开销，还承担每

天接送任务。小赵经常换工作，收入不

稳定，父母每个月还会额外给他一笔零

花钱。

因为不愁钱花，小赵索性无所事事，

有空就和朋友一起通宵打游戏，或者去

酒吧玩。老婆为此和他吵了很多次，前

两年两人背着父母离婚了。

之后，小赵迷上了网络赌博，欠了

一屁股的债。为此，家里不仅卖了两套

小户型房子，小赵的父母为了还钱不得

不又出去打工。“要是那时候给孩子一

点压力，让他的肩膀上有一些担子，可

能现在的我们就每天可以过着跳跳舞、

下下棋的退休生活了。”小赵的父亲懊

悔地说。如今，他断了小赵的零花钱，

还 要 求 他 每 个 月 必 须 上 交 部 分 生 活

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

年轻人“啃老”的度在哪里

在剧中，苏明成对于自己的“啃老”

可以说是理直气壮，认为这是他多年来

放弃喜好，放弃前程，陪伴在父母身边所

应得的。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父母需要的陪

伴？值得为人子女们思考。

下沙的杨女士可能代表了一种观

点。

杨女士今年 38 岁，一直单身。平日

吃饭，中午单位食堂晚上爸妈家，换下来

的衣服也是爸妈洗。每个月的工资，不

是拿去买新衣服，就是打卡新开的餐

厅。攒点钱就去旅游，买奢侈品。有时

候单位同事劝她理理财以备不时之需，

她却不以为然。“我吃住都在家里，存了

钱也没处用，不如及时行乐。”

关键是，杨女士觉得这样的方式也

是对父母的一种陪伴。“他们退休在家里

很无聊啊，有我陪伴开心多了。而且万

一平时有个事情，我可以第一时间帮

忙。”

也有的子女独立成熟多了，他们理

解的陪伴，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

住在头格社区的林女士前几年嫁到

市区，婚房在西湖区。怀孕后，她又住回

娘家。“我爸妈都退休了，在家里也是闲

着，不如帮我带带孩子，也好打发一下时

间。”在孩子刚满月没多久，有一天爸爸

悄悄地告诉她：“你妈妈最近经常失眠，

翻来覆去睡不着。”原来，林女士的妈妈

生怕把孩子摔着、磕着，太紧张，焦虑过

度才失眠了。之后，林女士还了解到，为

了照顾宝宝，妈妈取消了先前准备了好

久的旅游计划，也不参加小姐妹聚会了。

了解到这些后，林女士当机立断，搬

回了自己家，并请了保姆照顾孩子。现

在，她每周都会带孩子回下沙看看爸

妈。节假日，只要条件允许，她都会尽可

能安排和父母一起旅行。林女士说：“尊

重他们的生活节奏，照顾他们的感情需

求，感觉父母越活越年轻了，我觉得这是

陪伴的意义。”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