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成老人唠叨
遭遇子女“不耐烦”

据了解，一项关于“子女在与您的沟通中是否

会不耐烦”的调查显示，9 成老人曾遭遇子女态度

欠佳等问题。最近，记者走进合肥市卫楼社区等多

个社区采访了20位老人，其中，18位老人“吐槽”自

己只是想多和子女聊聊天，却总是遭遇对方不耐烦

的回应。

家住合肥市卫楼社区的刘阿姨说，自己只是想

多了解一下女儿的生活，但每次多问了两句，女儿

便敷衍道：“说了你也不懂！”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

刘阿姨心情就格外低落。“儿子是宁愿埋头玩手机，

也不愿意和我们聊天。”刘阿姨的邻居罗大叔也有

着同样的烦恼，“多说了几句，他就嫌烦，让我们别

瞎操心。”

“那些陈年往事，我从小到大都听你们说了几

百遍了，能不能不说了？”“爸妈，你们什么都别管，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合肥市民朱阿姨说，

自己和老伴刚张嘴，要说些什么，儿子便直接下了

“封口令”，“难道真的是我们太唠叨了？可我们唠

叨，也是关心他呀！”

对父母唠叨“不耐烦”
子女称“有苦衷”

对于父母的唠叨，众多年轻人在采访中表示很

烦心，在老人们对子女的“不耐烦”多有抱怨的同

时，子女们也直呼自己有苦衷，“父母关心我们，为

我们好，可是他们不能一个劲儿地把他们的想法强

加给子女。他们老想把他们生活工作的经验告诉

我们，让子女少走一些弯路。可是我们每个人的人

生，都需要自己去选择，自己去经历。”30岁的小陈

最烦父母给她安排这，安排那，“和他们说了很多

次，可他们仍旧一如既往地唠叨我。”

38岁的吴先生在银行上班，平时工作量大、很

累，加上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他经常觉得自己忙得

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在我看来，回到家就想安

安静静休息一下，可每天从我一进家门，父母便开

始唠叨。”

小到孩子看什么书，大到工作业绩如何……吴

先生的父母都想了解，“除了问东问西，他们还喜欢

以过来人的口气给我出主意、提意见。”吴先生说，

父母的唠叨不仅让他心理压力很大，还产生了不愿

回家的念头，“每天回家前，我都会先在楼下抽根

烟，调整下心情再进门。”

40 岁的黄女士“吐槽”父母的唠叨无处不

在，“我教育孩子，他们会唠叨个没完，甚至我

下 楼 收 个 快 递 ，他 们 也 要 唠 叨 几 句 ……”为 此

她曾多次和父母沟通，“我说我都是 40 岁的人

了，他们总像教育孩子般唠叨我，真的让我很

没面子，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没有变化，真是

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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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父母爱唠叨 为人子女很烦心
专家：唠叨实质上是关心，子女应耐心倾听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

谈谈……”歌曲《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唱出了众多老

人的心声，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老人却面对着子

女宁愿低头玩手机，也不乐意听他们唠叨的无奈，

面对老人们的唠叨，子女们也表示很烦心。近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专家表示，唠叨实质上是关

心，子女应耐心倾听。

□ 苏文喜 记者 马冰璐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示，不少老人喜

欢说些千篇一律的话：“多穿点，外边冷”“多吃点，

别饿着”“怎么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任你耳朵

听出了茧子，老人却每天雷打不动地唠叨，有用的

没用的从早说到晚，其实老人唠叨大多有原因。”

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的心理要获得健康，需要

各种环境因素的丰富刺激。如果缺乏这种刺激，

人就会变得呆板而神经过敏。“老年人从工作或劳

动岗位退下来后，就会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一些

“不顶用”的事情上。譬如热衷于回首往事，因而

喋喋不休；晚辈下班回到家之后，老人就会尽情倾

诉心中郁积之言；年轻的儿女在生活习惯、思维方

式上和老人有诸多不同，老人需要不停说话来表

达反对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上述原因，导致大部

分步入老年的老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爱唠叨

的人。”周金妹解释道。

老人唠叨大多有原因

“不少子女认为，老人爱唠叨，令自己不胜其

烦，其实老人爱唠叨有不少好处呢！”周金妹表示，

唠叨让心理更健康，如果老人每天不爱唠叨，甚至

不爱说话，总把不顺心的事埋在心里，日积月累，就

变得食不知味、睡不安稳，容易使神经系统的防御

功能和脏腑功能失调，让疾病趁虚而入。而如果面

对这些不顺心的事儿，老人们能够通过意义简单、

琐碎的语言唠叨出来，则有助于他们释放压力和不

安全感，潜在的抑郁都被语言释放出来，老人身心

更健康。此外，无论是和家人唠叨，还是跟外人唠

叨，都说明老人愿意与人交流，避免了与外界隔绝，

这是一种十分健康的心态。

唠叨能让大脑更灵活，美国一项近 20 年的心

理学研究称，老人唠叨，即反复说同一件事，有助

于提高记忆力。人类大脑用进废退，每次说话都

需要经过逻辑思考，进行语言的提炼和组织，多说

话可以刺激大脑细胞，使之保持活跃、兴奋，可有

效推迟大脑的衰老进程。大脑有专司语言的功能

区，如果说话太少，大脑中专管语言的区域兴奋度

就会减弱，不利于大脑的健康运转，多说话可促进

大脑这些功能区的发育。有些老人总没话找话，

说明他的思维不间断，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患认

知障碍症。

此外，唠叨延缓衰老，经常说话的人，能使口腔

肌肉和咽喉得到锻炼，有利于保持耳咽管的通畅，

使耳朵内外的压力保持平衡，对于耳鸣、耳聋有保

健作用，说话时带动眼肌和三叉神经运动，还可防

止老花眼、老年性白内障和视力减退。

唠叨其实有三大好处

周金妹表示，老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便会有一

种失落感与孤独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渐

差，还会出现无能感、焦虑感及缺乏安全感。不仅

如此，他们幼稚、依赖、固执、唠叨、敏感、暴躁的情

绪和行为也会日渐明显。

“老年人的唠叨，实质上是对孩子们的一种关

心，他们希望能与子女更加亲近。再者，老年人经

常会给予子女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老人对

自信心和自身权威感的一种找寻。”周金妹说，这时

候子女们的耐心倾听与虚心接受，会让老人们觉得

“我还有用”，是对他们的一种情感慰藉。

反之，如果子女长时间对父母表现出不耐烦

的情绪，而忽略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不但会使得

老人们的自卑感增强，心情低落，长此以往，大大

增大了他们得老年抑郁症的几率。“父母是过来

人，他们的话，还是很有道理，值得借鉴的。我们

也许不能对父母的观点条条照做，但需要做到耐

心地倾听。”

同时，周金妹也给老年人们提了一些建议，“社

会在发展，思想观念变更很快。老年人退休后也不

要一门心思把注意力放在子女身上，应该去学习新

鲜事物，比如可以去旅游、去学习上网，年轻人关注

的事儿老年人也去关注，这样不仅能使他们的生活

更丰富，和子女对话也会更加顺利。”

唠叨实质上是关心，子女应耐心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