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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两口过多干预
小夫妻矛盾不断
专家：父母要学会放手，子女应学会独立

随着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一

代逐步步入婚姻殿堂，一种奇怪的

现象随之出现：许多80后、90后从

小由父母包办一切，物质上和生活

上都依赖父母的“支援”，这也使得

父母较多地干预子女生活。而老人

一旦干预过多，便容易“引爆”小夫

妻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家庭大

战。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专家建议，父母要学会放手，子女应

学会独立。 □ 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30 岁的黄先生和妻子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

后，两人双双留在合肥工作，并买了房子安了家。

去年，双胞胎女儿出生后，黄先生的父母和岳父母

均从老家赶来，与他们一起住，帮忙照顾两个孩子，

“本以为大家能和谐相处，岂料却矛盾不断。”

“我爸妈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习惯了用老方

法照顾孩子，老婆认为要科学育儿，为此他们经

常发生争执。”黄先生说，不久后双方老人也起了

矛盾，“因为地域差异，大家生活习惯不一样，育

儿理念也有很大分歧，一来二去便有了矛盾，起

了心结。”

“上周，我妈和老婆吵了几句，我责怪了老婆几

句。”黄先生说，岂料岳母认为女儿受了委屈，不仅

向他兴师问罪，还大发雷霆，“很快一场小纠纷发展

为家庭大战，双方父母也吵了起来。”

黄先生说，其实自己和妻子感情一直很好，双

方父母也相处融洽，可总是因为一些小事闹矛盾的

话，总有一天会水火不容，“我和老婆商量了之后决

定，让他们轮流来帮忙带娃，以免长时间生活在同

一个屋檐下，易生矛盾。”

建议：父母要学会放手
子女应学会独立

对于双方父母来说，儿女的幸福是父

母的期待，但是过度的关注，会让80后、90

后夫妻的生活被强加上父母的意志，容易

导致矛盾，因此父母也要学会放手。要尊

重子女的自主性，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

一些事情，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而

在他们遇到困难或苦闷的时候，可以主动

帮助。遇到已婚子女在婚姻、生活问题上

发生矛盾时，老人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

维护婚姻关系的愿望出发，做好调解工作，

不要一味地偏袒自己的子女，更不能激化

矛盾，使子女婚姻造成不必要的破裂，甚至

酿成悲剧。

“我们常说，父母和子女间要保持‘一

碗汤的距离’，意思是父母或者子女炖了个

鸡汤，端到对方家时刚好能喝，近了太烫，

远了太凉。”周金妹认为，子女要和父母保

持适度的距离，住得不远，父母可以经常来

看孩子，父母有什么事，孩子也能马上赶

到，这样才能让家里的每个人都活得不那

么累。

“一个人长大了，要学会对自己负

责。”周金妹说，不可否认，有的父母很强

势，“作为子女，你无法改变父母的个性，

但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要对自己负责，

要对自己的伴侣和孩子负责，你不再只是

父母的孩子，更是一个丈夫(妻子)，更是一

个父亲（母亲）。面对父母的无理取闹，要

把握自己的原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作为子女，对于老人的插手和干预，

不要指责抱怨，也不要刻意忍让，事实上，

每个渴求融合的老人，内心需要都不一

样，子女要通过谈话，关注到这些需要，并

且最好协助他们找到更成熟理性的满足

办法，这样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老人爱插

手的问题。

那么，小夫妻该如何处理因老人插手

而引发的矛盾呢？周金妹建议，首先小夫

妻之间一定要多商量多沟通，避免针锋相

对，婚后每个家庭都会产生矛盾，双方要学

会容忍，处理矛盾要讲究艺术，双方最好事

先约定，遇上夫妻间的小矛盾，不要动不动

就牵扯父母进来，两个人最好心平气和地

在“小家庭”内解决。其次，对于双方老

人，一定要一碗水端平，要拿真心付出，多

些沟通和体谅，对于双方父母，要多一些尊

重，作为年轻人要对长辈多一些理解，要用

心经营好婚姻和家庭。切记，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庭,要彼此付出努力与沟通才行。

家住合肥市沁心湖社区的张先生和朋友合伙创

业开了一家公司，工作压力比较大，平时应酬也挺

多，经常忙到深更半夜才能回家。张先生的妻子在

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下了班便能

回家照顾孩子、收拾家务。

两年前，为了减轻小两口的负担，张先生的岳父

岳母搬来和他们一起住，帮忙照顾外孙，“说实话，对

于岳父岳母的付出，我非常感激。”他说，岳父岳母除

了要准备一日三餐，还要帮忙带孩子，“妻子下班后

会搭把手，做做家务。”

可最近半年，岳母对张先生却心生不满，在她

看来，女儿每天下了班便急匆匆往家赶，既要忙着

带孩子，又要张罗家务，忙得跟陀螺似的，非常辛

苦，女婿却不到深更半夜不进家门，周六周日也经

常不见人影。

“岳母心疼女儿，我能理解，可我也不是无所事

事，我如此拼命忙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让老

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张先生说，岳母经常明里

暗里地指责他，让他感觉非常委屈，“有一次，我忍不

住向妻子抱怨了几句，岂料妻子却指责我不知好歹，

还说我是白眼狼……”因为这事，两人不仅大吵了一

架，还冷战了半个月。

从现实状况来看，80后、90后多是独生子女，作

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的关注点从小就放在唯一

的孩子身上，包括他们对生活的所有期待，也都强加

于孩子身上，因此子女的婚姻、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会

有父母的影响渗透进来。

“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无论是孩子对父母，

还是父母对孩子，这种依赖更加强烈。”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周金妹表示，在国外，子女在成家前，会先

离家，一个人独立过自己的人生，选择适合的对象，

再走进婚姻；而在国内，子女成家却不离家，没有独

立的生活经验，必然导致与父母之间互相依赖。

“子女结婚后，需要从自己的原始家庭分离出

去，父母会有不安全感，影响比较大的就会使父母过

多干预子女的婚姻、生活，或者子女无法脱离原始家

庭角色，转换新家庭角色。”周金妹说，目前，在80后、

90 后夫妻的婚姻、生活中，父母的参与度很高，孩子

和房子是父母干预子女生活最多的两个方面。

另外，由于买房等现实经济压力，80后、90后经

济上过多依赖父母，也让他们的婚姻、生活过多地受

制于父母。对于80后、90后来说，婚姻成本比较高，

房子、车子都是很重的负担，刚结婚的年轻人光靠自

己打拼压力很大，只好“啃老”，而“啃老”带来的问

题，就是小夫妻经济不独立，生活受制于父母，由于

生活方式和想法的不同，矛盾多发。生了孩子，也因

现实原因，不得不让老人来照顾，但是父母的这种参

与，有时候往往会引发矛盾。

分析：孩子、房子是老人干预最多的两个方面

案例二：岳母“插嘴”指责女婿，小两口起纠纷

案例一：父母“伸手”帮忙，竟引发家庭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