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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齿，骨之穷也，朝朝琢齿，齿不龋。
——《养生要集》”

健康快乐周刊

专家说，许多老人把孩子的一
生当做自己最大的事业，忽略了自
己人生的价值。小时候比孩子成
绩，长大了比孩子成就，为人父母
者，最重要的是尽职尽责地把孩子
养育成人，不要拿孩子的弱项与别
人的长处相比；孩子长大后，特别
是在生活、事业出现低谷的时候，
不要埋怨，而要多加鼓励。这才是
老人们应该做到的。

另外，专家认为，如果老年人
身边的朋友大多是喜欢攀比的
人，你想不攀比都难；如果身边的
朋友是喜读书、爱养花、擅运动的
…… 每 天 探 讨 的 话 题 也 就 不 一
样。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老年人需要选择合适的交友对
象，交朋友以融洽为主，自身修行
以快乐为主，其他攀比之类，不必
过分关注。

比家底、比孝顺、比出息……

老人爱攀比
儿女很受伤
□本报记者

“你看那老谁家的小谁多成功，都在大城市给爸妈买房子了。”许多家长喜欢通过攀
比孩子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攀得过还好，万一攀不过，则免不了回家冲孩子一顿埋
怨。这种现象，在当今老年群体里更甚。殊不知这在儿女心里早已种下“己不如人”的
自卑感和厌恶感，更让家庭关系恶化，产生一系列矛盾。

对此，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心理专家表示，老年人攀比孩子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内
心深处的问题，需要老年人调整心态，要认识到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活得健康快乐才重
要。医生建议，对于老伙计们各种“显摆”，不妨一笑置之，过好自己真实的人生才是关键。

比家底：
我给儿子买房了，姑娘都排队追他

案例：小美家住与合肥城区交界的长
丰县，是个温顺又孝顺的女孩子，从小懂
事，长大也知道疼惜父母。工作之后，虽然
收入不是太高，但除去开销还是有些富余。

于是，小美隔三差五就会给父母买这
买那，有时是几千块的大衣，有时是几百
块的化妆品。父母也开心，逢人就说女儿
孝顺，可没多久，小美就感觉不对劲了。

一次，小美给妈妈新买一套几百元的
化妆品，妈妈无意间的一句话，让她心里
像被刺了一下。“那老谁，她女儿给她买的
是香奈儿，天天在我面前显摆，她女婿还
给她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写的还是丈母娘
的名字。对了，她女婿下个月还要带她出
国旅游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以
后，小美反而不知道这几百几千的东西，
是不是还要给父母买，会不会又被拿去和
香奈儿、大房子来攀比，最后却因为“掉

价”而闹得不愉快。
心理分析：老人聊天，攀比最多的莫过

于孩子的孝顺，谁儿子又给爸妈买什么了，

聚在一起难免议论。医生说，有些老年人

攀比儿女孝顺，细致到“谁家的孩子又带父

母去旅游，，谁家的媳妇每天给父母打扫房

间、洗衣服、下班过来做晚饭”等等，这些都

是老人们攀比孩子孝顺的一种表达。形成

这种习惯以后，一些老人会把注意力放在

儿女甚至儿媳、女婿的日常行为上，儿女稍

有一点做得不顺父母的心意，就会被冠以

不孝的罪名。这样过高的期望不但使自己

活得累，也让孩子活得累，压力倍增，甚至使

孝心变成一种形式。老年人并没有意识到

这种行为给儿女带来的压力，老人到处炫

耀，四处表扬孩子的好，儿女并不领情，反

而觉得像戴上了“紧箍”，仿佛对老人稍微

有点不好，就对不住老人。

案例：宁星毕业于一所普通大
学，来自巢湖市，几年努力后，工作
上小有成绩，虽然没有明显升职，
但平台、待遇、前景都明显上了几
个台阶。正当她对自己这些年汗
水有了些许欣慰，对未来有了更多
美好期望的时候，退休的父母却给
她泼了一盆冷水，把宁星的心浇得
透透的。

宁星一家和宁星父母的朋友
一家聚餐，期间，双方父母不免打
听对方家小孩的工作，互相吹捧一
番。“虽然我家女儿现在升了主任，
但压力更大，责任也更大了呢，还
不如你家女儿更好，压力小多了
呀。”听到对方这样说，宁星越想越
不对味，只顾低头吃饭，而宁星父
母则努力试图为自己挽回面子，称
自己女儿工作也很好云云。

但回到家之后，宁星的父母就
开始当着孩子面聊了起来：“唉，那
谁家女儿也确实厉害，跟咱家小孩
一般大，都当上主任了，听说手底
下管好几个人呢。”转头看宁星，她

只低声说：“是的，是挺厉害的。”话
音未落，就已进了卧室，关门熄
灯，留下父母还在门外感慨。

心理分析：做父母的，都希望

孩子功成名就，但有些老人却过分

在意，比谁的孩子升职快，比谁的

孩子工资高，比谁家孩子买的房子

大。

医生说，老年人心理脆弱，很

容易陷入“被动攀比”。看着人家

各方面条件比自家孩子好，心里就

不是滋味，最后免不了在孩子面前

唠叨。殊不知如今社会竞争大，年

轻人工作压力大，能在职场立足已

是艰难，往上爬更是难上加难，成

功了固然好，没有登上权力高峰，

也不必过分在意甚至攀比。这种

唠叨只会给孩子增加很大的压力，

甚至会刺激儿女出现出言顶撞，

“从小就和别人比，长大了还要比，

你们做不到的凭什么要求我做

到？”这时，儿女已经在情感方面站

到了父母的对立面上，父母在无意

间已经伤害了孩子。

比孝顺：
那谁谁谁，都给父母在大城市买房子了

专家支招：
放弃攀比，拉近与孩子心理距离

比出息：
隔壁家女儿跟你一般大，都当主任了

案例：李洋家住合肥蜀山区，可谓家
境殷实，父亲退休前是老干部，母亲经营
公司顺风顺水。李洋大学刚毕业，父母
就给他在大城市买了房子车子。但因为
忙于工作，毕业七八年还没结婚。

于是，每当邻居们聊天问道：“你儿子
可有女朋友？啥时候结婚？”这时李洋的
父母都会转移话题，略带骄傲地说：“我们
给儿子买了房子车子，人家姑娘都排着队
追他呢。我们跟儿子说了，暂不着急，慢
慢挑。”每次这样对话后，邻居们都会有些
不自在，渐渐地大家也不爱找他们聊天
了，而这在李洋父母看来，是他们嫉妒，于
是邻里关系恶化。

但每次 李 阳 回 家 ，父 母 又 免 不 了
关 上 门“ 教 育 ”儿 子 ：“ 你 倒 是 找 个 女

朋 友 啊 ，人 家 老 谁 家 儿 子 ，马 上 二 胎
都有了。”每到这时，家里的气氛也急
转直下。

心理分析：本是闲聊孩子，可李洋父

母却通过炫耀家底，来掩盖儿子没结婚

给他们带来的心理自卑感，这样过分炫

耀，反而导致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恶化。

医生说，实际上这类老人幸福感是

很低的，为了获得心理上虚幻的满足，其

实内心很空虚。老年人借孩子来“炫富”

在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也是为了证

明自己还有用。“很多老年人会想，你别

看我现在好像不怎么样，但是我年轻时

曾经很牛，所以我才能有钱给孩子买房

买车。”实际上，这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

的不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