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0.17 星期四
责编 薛敏 ｜ 美编 唐立群 ｜ 校对 高敏 乐龄 A11

请来保姆 却担心老伴是“苏大强”

在给刘阿婆做了心理评估后，汪群群认
为，老人的心理状况有必要立刻告诉子女。

但宋老伯摇摇头。近年来，因为刘阿婆
要求不惑之年的女儿用她的方法严格管理
家庭和孩子，母女两人在电话里多次吵翻，
很久不联系了。

汪群群发现，刘阿婆内心独孤，很想找
晚辈倾诉。“不然她不会和我聊了三天，还说
看到我就像看到了她的女儿。”

她告诉记者，在家庭里，父母发生矛盾
时，子女的调解可能有助于缓和关系。“本来
就是一家人，父母要离婚，成年女儿也不该
置身事外，至少应该知情。”她鼓励刘阿婆主
动联系女儿，但被刘阿婆拒绝：“她才不要与
我联系，微信都拉黑了。”然后，刘阿婆开始
数落女儿“不懂事，没良心”。

看到刘阿婆心里并没有把女儿放下，汪群
群继续引导：“她不来找你，你可以去找她呀。”

刘阿婆似乎放不下面子，说：“她离我这
么远，我怎么找。”

“你们可以过去探亲，现在坐飞机还是
方便的。您和女儿的矛盾，一定不愿意延续
终身吧。”听到汪群群直指问题核心，刘阿婆
许久不作声，最终表示同意。

修复亲子关系需要过程，眼下，刘阿婆身
边最近的人还是宋老伯。汪群群提醒宋老
伯，刘阿婆越来越反常，可能是身心都出了状
况。“她也许是病了，需要您的关心和支持，您
应该先带她找医生看看，帮她渡过难关。”

明事理的宋老伯表示同意，开始劝说刘
阿婆：“既然来到这里寻求解决方案，你就要
听老师的话。我们先去医院看看，再去探望
孩子。”

关键时刻，宋老伯和汪群群都拿出了劝
导孩子般的耐心。考虑到这样才能让婚姻
获得转机，刘阿婆答应配合。

“第三天下班时，我目送二老相伴离去，
后来他们没有再来。我想，他们应该是找到
了婚姻问题的出路。”汪群群指出，老年人退
休后的情绪问题需要老伴和子女的关心。

“遇到问题，家人应当相互扶持，而不是互相
回避。如果身体和心理状况出现异常，一定
要及时就诊，尽快寻求调节与改善。”

她也提醒退休老人，除了家人子女的关
心，老年人自身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正
向社交，“自娱自乐”才能“老有所乐”，更好
地适应退休带来的生活变化。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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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伯与刘阿婆的矛盾，从
退休后开始爆发。

“为了向我诉说矛盾，他们
连续来了三次，在我的办公室坐
了整整三天。”汪群群告诉记者，
提出离婚的虽然是宋老伯，主要
讲述者却是刘阿婆。在他们的
婚姻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一直
是刘阿婆。

“三天里，有其他咨询者
来，刘阿婆就在咨询室外守着
不走。等人家走了，她再继续
重复讲她的事。”正是在刘阿婆
事无巨细的讲述中，汪群群了
解到，刘阿婆给自己的定位一
直是“成功人士”。

退休以前，好强又上进的
刘阿婆，大多数时间都在忙工
作。随着职级节节上升，刘阿
婆一步步成了所在行业的一把
手。据刘阿婆自己说，比她年
轻的一些行业翘楚，都是她亲
手栽培或者慧眼提拔的。业内
同行看到刘阿婆都很尊敬，甚
至是敬畏。

受环境氛围影响，在家里，
刘阿婆自然也是说一不二，与
家人之间形成了“要求”和“服

从”的固定模式。丈夫听她的，
女儿也得听她的。宋老伯说：

“在外面她是女强人，在家里她
还要说了算。”

退休后，刘阿婆不再扮演原
来的社会角色，掌控欲进一步转
移到家里。时间长了，父女俩心
理压力都爆棚。“女儿本来就不
愿和她妈说话，出国后更不主动
联系了。”

女儿不在家，只剩老两口朝
夕相处，“被管”的压力进一步集
中到宋老伯身上。

事业心很强的刘阿婆，在家
务方面并不精通。因此，她从中
介机构请来一位保姆，协助料理
家事，并在家里装了摄像头。刘
阿婆觉得此举理所当然，“不然
我怎么知道老头和保姆在家里
做什么”。

在家的时候，刘阿婆会时刻
注视宋老伯和保姆的一举一
动。有时她出门办事，就盯着监
控画面。刘阿婆说，毕竟一男一
女，保姆又比宋老伯年轻，“电视
里不是演的吗？老头儿苏大强
就跟保姆蔡根花好上了，还闹着
要结婚。”

一段时间后，刘阿婆自认为
看出了“不对劲”的苗头，开始发
脾气。“我不在家的时候，老宋和
保姆一直亲亲热热说话！老宋
还经常招呼保姆一起吃饭！”

宋老伯却说，刘阿婆纯属猜
忌。视频里是听不到说话内容
的，“其实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的
事，还有就是关照每天要做哪些
家务，诸如先打扫哪个房间，中
午做哪几样菜。到了饭点，我看
对方很辛苦，我一个人又吃不掉
那么多菜，就招呼对方一起吃，
这也能叫和保姆要好吗？”

她的怀疑，让他还深感被冒
犯。“我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一
辈子清清白白，她竟然拿我和苏
大强比？”

要说比较，宋老伯觉得，和
容易生气的刘阿婆比起来，这位
保姆情绪确实更显平和，沟通起
来比较轻松，但也没有更多的
了。

老两口频频争吵，刘阿婆最
终把这位保姆换掉了。虽然，在
汪群群引导她回顾时，她承认，
她也没看到宋老伯和保姆“有多
大的事情”。

换了保姆后，刘阿婆又发现
新问题：“我的东西怎么老是会
少？”

大到项链耳环，小到一块零
钱，刘阿婆总觉得，家里来了新
保姆，她就老丢东西。

项链和耳环，是出门前试戴
过的。一块零钱，是回家时随手
放在鞋柜上的。其他疑似丢失
的物品，还有丝巾、电视遥控器、
钥匙……

刘阿婆心存怀疑，与保姆几
次争吵，同时责怪宋老伯看管不
力。保姆与宋老伯都深感冤
枉。听到这家人吵得厉害，居委
社工前来调解。经过监控回放，
物品失踪的原因一一找到：项链
和耳环试戴后，放在床上没有及
时归位，落进了床缝。鞋柜上不

见了的零钱，在垃圾桶里出现，
是被碰了掉进去的。丝巾、电视
遥控器、钥匙等等，也都在家里
的各个角落重现真身。

真相水落石出，气愤的保姆
提出辞职。因为刘阿婆不擅长
家务，宋老伯主动挑大梁，也就
成为老妻的重点监督对象。“我
做的饭，她说太硬或者太软，或
者嫌我笨，不知道顺便把胡萝
卜、杂粮一起放饭锅煮了。我洗
碗，她说费水太多，嫌我不知道
节约。总而言之，我做什么都不
如她，但要是不做，就更不如她
了。”

天天听老妻指责，宋老伯深
感烦闷。但家里没有别人，他也
不敢找邻居诉说，“不然她又怀
疑我和邻居怎么了，会影响邻里

关系。”为了躲避老妻，宋老伯开
始与刘阿婆分房而居。

刘阿婆似乎对宋老伯也不
放心，每天要在家里把首饰数一
遍，把现金数一遍，甚至把宋老
伯叠好的衣服和袜子数量都数
一遍。

参与调解的居委社工劝
她，多出去走走，培养自己的兴
趣爱好，不要把注意力都集中
在家里。“不如和老伴一道出去
旅游，或者吃好晚饭跳跳广场
舞。”

但刘阿婆认为，自己是有品
位的。“广场舞我不跳的，太low
了。那些旅游景点，人头乌泱乌
泱，我也不要去的。旅行团里的
老头老太，和我也不是一个圈
子，我不要和他们在一起。”

疑心失窃 每天把家里东西统统数一遍

发现老人身心异常

配偶、子女应及时给予帮助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引发人们
对老年人生活状态的广泛关注。都
说“最美不过夕阳红”，从事婚姻咨
询多年的汪群群却发现，近两年，咨
询离婚的退休老人越来越多了。

前段时间，就有一对老夫妇三
次来到离婚咨询室，要找汪群群

“评评理”。提出离婚的是72岁的
宋老伯，他满脸沉重：“汪老师，她
这么折腾，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他的妻子，同样年过七旬的刘阿
婆，却一脸不屑。

通过他们的讲述，汪群群了解
到，二老结婚40多年，退休后生活
条件不错，有一独生女现居海外。

为何突然走到离婚边缘？据
宋老伯说，老伴退休后把注意力重

心从工作转移到家庭，开始搞监
督。“她一会儿怀疑我和保姆要好，
一会儿怀疑保姆偷东西、指责我照
看不严。和女儿也闹僵不联系
了。这样的生活太窒息。”

身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上
海市普陀区心理咨询师协会副理
事长，汪群群试图从咨询者的倾诉
中找到他们想离婚的原因。她分
析：“咨询离婚的退休老人变多，与
退休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有关。
而年龄增长导致的身体衰老和掌
控感下降，更让老人感到无力、心
态失衡，进一步影响到老人的身心
健康。当生活矛盾与身心负面感
受在家中不断放大，婚姻的根基就
被撼动了。”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