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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啃老”现象反映了典型的传统道德观念与

当下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的碰撞。没有经济能

力或者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因此需要父母来

抚养，这完全是一种借口。如果没有时间或者

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年轻人为什么那么早要孩

子？“啃老”，是让父母帮助抚养其子女，是年轻

一代责任心不强的表现，这是变相转嫁自己的

抚养义务。

法律上就明文规定，父母应当无偿承担抚

养责任的年龄限制是“18周岁以下”，年满18

周岁后、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子女如果继

续接受父母的资助，父母的行为就是“赠与”而

非“尽抚养义务”。成年人不存在任何丧失劳动

能力、需要父母在其成年之后继续承担抚养责

任的特殊情况，父母在已经成家立业的子女身

上就不存在法律上的抚养义务，他们完全有法

律依据拒绝承担儿孙的各种生活开支。因此，

从法律层面上看，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是可

以拒绝为子女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

根据我国《婚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

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有一定条件限制

的。孙子辈已经不在其父母应当承担法定抚养

义务的范畴。生育子女，完全是公民个人的权

利；对于父母而言，无权要求自己的子女应当或

者不应当，以及何时生育子女。当下的很多年

轻人认为生孩子，是给老人养孙子，老人照顾是

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殊不知，根据我国

《婚姻法》的规定，老人对于父母有工作能力、

有照顾抚养能力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没有法

定的抚养义务。

老人真的不能为了孙子辈而放弃自己的生

活。我就遇到过典型的案例，从媳妇将孩子生

出来之后，老人就24小时照顾孙子，白天晚上

都自己一个人带，累到自己生病、得高血压，到

最后还需要子女照顾。当然，经过协商，老人愿

意为子女抚养孙子辈，这个是社会可以接受。

但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

理由索取老年人的财物。如果有劳动能力而一

味“依靠”父母抚养孙子辈，老年人可以拒绝对

其经济资助，甚至与之对簿公堂。

“啃老”现象在当下社会并不少见，也不

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像

旧社会的纨绔子弟、地主少爷、败家子，成天

在外头风花雪月，他们不也是不劳而获、靠

“啃”父母家产过日子吗？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的观念深

入人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劳动能

力的人都要去参加生产建设，基本上见不到

“啃老”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多

元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

作越来越不是为了谋生，“啃老”现象也越来

越普遍。有些年轻人主动放弃了就业机会，

赋闲在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资助。更有甚

者，名为“自食其力”，实际上将自己的子女

完全交给父母去养育，这种变相的“啃老”，

是一种社会病态的体现，是年轻的一代对于

社会责任的背弃。

人都有懒惰的天性，各种“啃老族”的出

现，其实就是这一心态的集中体现。首先我

们得明白，人为什么要工作？从社会的角度

来说，每个人都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对应

着不同的社会“期望角色”，承担着不同的分

工内容，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人们的分工

协作，而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实现方式。从家

庭的角度来说，升级为父母之后的年轻人，

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子女角色，必须承担起父

母角色应尽的义务。

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中，提倡的就是

“尊老爱幼”，而这种尊老爱幼在现代来看，

不仅仅是要在物质上给予父母和孩子以保

障，更需要花时间去陪伴父母和培养子女。

人们可以因不同的生活理想，以不同的态度

而对待工作，但是对于自己的家庭和父母，

这种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传承的“社会角色”

必须始终如一。因此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不

是一味地灌输孩子知识，关键是要培养、发

掘孩子的兴趣爱好，树立正确的生活和工作

态度，让孩子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社会角

色”，担当起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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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带娃是否“天经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