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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妹表示，如果以后老人再在子女耳边唠

叨，子女千万不要说，您别再唠叨了，对于老人来

说，倾听是子女最好的尽孝，“为了老人的健康，

要让不爱说话的老人变得唠叨，让本就唠叨的老

人尽情唠叨。”对于一些家务事，多让老人发表看

法，使老人充分参与；对老人责怪性和抱怨性的

唠叨，小辈们要不急不躁，少反驳，多点头，多逗

老人开心；对老人唠叨的话要完成其中的一部

分，让老人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人听，有人尊重他

的意见。

周金妹认为，老人的唠叨实质上是对子女

的一种关心，他们希望能与子女更加亲近。再

者，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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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子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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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周金妹提醒，对一些特殊情况要警

惕。一般老人的唠叨多是有对象的，语言虽啰嗦

但有所指和具体的意义。如果老人突然出现特

别的“唠叨”，如啰嗦内容重复、杂乱无章，重者答

非所问、离题千里，或经常自言自语、内容支离破

碎、丧失阅读能力等很可能是老年痴呆早期症

状，子女要提高警惕，及早就医。

此外，周金妹还为爱唠叨的老人们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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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唠叨”爸妈，子女很“心塞”
专家：唠叨实质上是对子女的关心

“唠叨”完工作“唠叨”生活……生活中，提

起自家的“唠叨”爸妈，子女们不禁“吐槽”起来，

“家有父母太唠叨，真是伤不起！”近日，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心理专家表示，老人唠叨好处

多，唠叨实质上是对子女的关心，倾听是子女最

好的尽孝。

□ 周先荣 白静 记者 马冰璐

妈妈唠叨，女儿烦心
30岁的张女士老家在芜湖，如今住在合肥市

五里墩街道，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合肥工作，“去

年，我妈退休后，来到合肥和我一起生活。”想着

终于有人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张女士开心不

已，“生活上，我妈确实事无巨细，可她实在是太

唠叨了。”

“晚上回家晚了，我妈就追问我去哪儿了，和

谁一起……”张女士说，如果下班后窝在家里不

出门，妈妈便会不停地抱怨她，总是宅在家里，什

么时候才能找到心仪的对象结婚。“有时候在单

位加班，我妈一晚上总要打好几个电话，催我吃

晚饭，早点回家……”张女士说，有时候，自己来

不及吃早饭，妈妈便会不停地唠叨，不吃早饭对

身体不好……“我经常被她唠叨得心烦。”

“我觉得，我妈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

窝在家里，找不到说话的人，所以才总是对着我

唠叨。”张女士说，今年夏天，在一位朋友的建议

下，她帮妈妈报了一个旅行团，送她去杭州、苏州

等地玩了一趟，“回来后，我感觉她整个人精神焕

发，再也不是一味唠叨琐碎的家事，而是兴高采

烈地跟我讲述旅行时遇到的新鲜事。”

最近，她又帮妈妈去老年大学报了一个书法

班，“让她多认识一些同龄的朋友。”她说，如此一

来，妈妈的生活便会丰富多彩起来，“也就不会整

天对着我一个人唠叨了。”

父亲爱唠叨，儿子无奈搬家
“我爸实在太唠叨，每天追着我问工作和生

活上的事。”家住合肥市望湖社区的顾先生说，自

己知道爸爸是关心自己，可实在受不了这种“过

度”的关注，“我在私企上班，平日里上班很累，回

到家里，我只想好好休息，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可

我爸总是问这问那。”好几次，为了这事，他和爸

爸大吵一架，“吵完架后，我也觉得挺后悔的，我

知道我爸是关心我，可他这种啰里啰嗦的关心方

式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要么问我最近工作如何，要么就问我有没

有女朋友……”顾先生说，爸爸整日唠叨，让他压

力很大，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工作和生活都

会安排好，“如果确实有需要征求父母建议的

事，我肯定会和他们商量，听取他们的建议。”他

觉得，爸爸的过度“关注”让他透不过气来，“有

时候见我态度敷衍，他还很生气，可他实在是太

唠叨了。”

今年上半年，顾先生单位搬迁，他索性以

“新办公地点离家太远”为由，在外面租了一

套房子，搬出去住了，“现在，一般一两个星

期，我便会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帮他们干干家

务。”他说，从家里搬出去后，自己感觉轻松多

了，“可我妈已经悄悄问过我好几次，什么时

候搬回家，还说，他们怪想念我的。”对此，他

感到很为难。

针对不少子女抱怨家有“唠叨”爸妈一

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示，换一个

角度来说，老人爱唠叨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充

分说明，老人心理健康，大脑灵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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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部分老人都不可避

免地爱唠叨。”

“其实，老人唠叨好处多，首先让心理更健

康。”周金妹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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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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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唠叨让大脑更灵活。”周金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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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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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区的活跃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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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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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唠叨也有好处3

唠叨实质上是对子女的关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