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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急在心里，催婚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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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将房产赠与小孙子，
希望得到陪伴。谁知天伦之
乐未至，反倒成了家庭失和的
导火索，法理情应如何兼顾？
近日，广州中院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老郑与杜姨（均为化名）
两夫妻购买位于广州海珠区
的某房产后，一直与儿子郑
某、儿媳周某、4岁的孙子小伟
（化名）在该房中居住生活。

2018年，老郑与杜姨先后
将上述房屋的房产份额赠与
孙子小伟，并完成了过户手
续。2019年1月，郑某与周某
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小伟由
母亲周某抚养，同意周某在该
房屋内免费居住至其找到新
的住所为止。同年9月，周某
作为法定代理人，以小伟的名
义向法院起诉，要求杜姨腾空
所占用的该房屋并结清占用
房屋所产生的水费、电费和物
业管理费等费用，并交还房
屋；杜姨支付占用上述房屋的
赔偿金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后判决：驳回小伟的全
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本案中，小伟
受赠取得案涉房屋产权，其依
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杜姨居住在案涉
房屋是否构成物权侵害，应当
综合考量小伟的房屋权属来
源、居住使用状况以及他们之
间的特定身份关系多种因素
来判断。

从房屋权属来源分析，案
涉房屋原是老郑与杜姨的夫
妻共同财产，与小伟父母郑
某、周某均无关联，而小伟受
赠取得该房屋产权时年仅 4
岁。按照日常生活常理，老
郑、杜姨将二人的家庭重要资
产全部赠与小伟显然是基于
双方存在祖孙关系。

此种赠与，即便双方没有
书面约定受赠人及其父母对
祖辈的扶养扶助义务，但从通
常意义的善良风俗考虑，杜姨
所称其赠与房屋本意在于希
望小伟父母对其给予经济供
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符
合一般人朴素的财产观和家
庭观念。

在杜姨年逾60且已丧偶
的情况下，小伟取得房屋所有
权后不足一年即要求杜姨迁
出房屋，明显有违社会一般伦
理道德，也背离了中国传统文
化所倡导的“百善孝为先，孝
为德之本”的传统美德。

虽小伟父母已经离婚，但
并无证据显示杜姨与小伟或
周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
盾冲突，故准许杜姨继续居住
使用该房屋并不会造成小伟
的利益受损。若简单地以房
屋所有权为由剥夺老人的居
住权，显然有违人之伦常和社
会之常情，也不符合我国倡导
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理念。小伟的诉请不应得到
支持。

（浙江老年报）

近两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不少年
轻人过年未能回家，逃脱了被当面催婚
的恐惧。但催婚却从线下走到线上，让
很多年轻人应接不暇。不过，在调查中
记者也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少老
年人的观念也开始逐渐转变，从着急到
顺其自然，他们说有些事急不来，还是
要看缘分。

尽管女儿刚刚28岁，但方阿姨还是
在大龄子女相亲群里给女儿寻觅着合
适的结婚对象。“没办法，孩子性格比较
内向，工作忙，交际圈又窄。”方阿姨今
年53岁，由于女儿在青岛工作，刚退休
不久的她在老家和青岛两地跑。她告
诉记者，留在家乡的女儿同辈人，大多
已经结了婚，而且不少已升级为“奶爸
奶妈”，这让她有些着急，“过年过节回
去，亲戚朋友不仅是问她，也经常会问
我，去年因为疫情，只是打电话拜了拜
年，算是‘逃过一劫’吧。”方阿姨笑着
说，女孩过了30岁就挺大了，但着急归
着急，还是要看两个人的缘分。

“过年催婚？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其实不用催，不是他们不愿意找，只是
还没遇到有缘人。”今年60岁的李阿姨

家境优越、非常健谈，但儿子至今单身，
一直是李阿姨老两口的一块心病，“之
前也谈过，但性格不是太合适，最后就
分开了。”李阿姨的儿子今年 35 岁，
2019年来到青岛工作后，就有了在青岛
安家的想法。李阿姨说，儿子从小被管
得严，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未来的伴侣
要求都比较高，这可能也是一直没成功
的原因之一。对于父母的着急，李阿姨
说儿子是比较理解的，正因此，他们不
想给儿子过多的压力，“心里着急是肯
定的，但我们也不想催得太紧，催来催
去，压力更大，顺其自然吧，如果早找上
了可能还来不了青岛，也许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

和李阿姨一样，蒋阿姨对女儿婚姻
大事的态度也从之前的催促到如今顺
其自然。“以前不止过年，平常也催，家
里亲戚见面就会问。”蒋阿姨告诉记者，
尽管今年女儿已经34岁了，但家里人已
经达成了共识，“过年过节聚会，大家凑
在一起就是说说笑笑，不再提这事，不
再让她烦，不提了，也会给她减少一些
压力，缘分不到，有些事真是急不来
的。”

今年春节，
您还对小辈“催婚”吗？
有些事急不来，还是要看缘分

“每逢佳节被催婚”，春晚一则小品名或多或少道出了中国万千适龄单身
人士的心声。小品中，芳龄28岁的茜茜为了应对父母的催婚，已经连续两年
雇了“假男友”上门……

曾有一份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单身男女都有过被长辈催婚的经历，更
有四成表示临近春节，父母催婚频率有所增加。眼前，2022年春节已进入倒
计时，一年一度的催婚大戏将怎样上演，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作为长辈的老年
人，他们都有话要说。

有专家表示，催婚，折射出两
代人婚姻观的差异。而婚姻观的
形成，与每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
所经历的生活轨迹息息相关。

在长辈眼中，婚姻是两个独
立的个体走到一起，通过彼此扬
长避短，融为一个家庭整体。不
仅可以在经济上相互扶持，也能
在精神上相互慰藉。还有一些
更为传统的父母，注重传宗接代
和血脉的延续，而婚姻是生育的
必然前提。但在年轻人看来，

“遇到真爱”才是他们结婚的理
由，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

现如今，部分老年人观念的
逐渐改变是社会的进步，越来越
多人意识到，错误的催婚不仅会
撕裂团聚的气氛，也是导致父母
与子女发生矛盾的原因。专家
表示，正确的催婚方式，应该让
父母知道，催的不是去完成结婚
这个任务，而是希望对方能尽快
开始意识到，良好的婚姻关系，
是一种让人生更幸福的选择之
一，从而将其纳入人生规划的考
虑范畴。正如李阿姨所言，他自
己不是不愿意找，只是还没遇到
有缘人。 （老年生活报）

“我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
上，我的相亲经历真的可以写本书
了。”今年36岁的翟女士说道。翟女士
来自青岛市市北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她性格活泼、做事认真，但唯独在婚姻
大事上，一直让父母操碎了心，至今都
没碰到有缘人。

“应该在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是
家里人催得最着急的时候，天天下班回
到家，别的话没有，就是催着结婚。”问

到过年是否被催婚这个话题，翟女士一
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一到逢年过节，去
亲戚家串门，大家就会问你有没有对
象，怎么还不找，是不是要求太高，然
后就会各种给你上课。”翟女士说，亲
戚们的询问是一年比一年厉害，直到
有一次翟女士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

“结婚是我自己的事，着急结了婚，不
好也没人给买单”时，他们才算有所缓
和。

奶奶把房赠与孙子
一年后却被要求搬离

子女
结婚请让我们自己拿主意

专家
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

相亲角人潮涌动相亲角人潮涌动，，父母积极为儿女父母积极为儿女““奋斗奋斗””。。 （（新华社新华社））

欢歌笑语中忘了抖僵
帕金森病专家陪病友迎新年

上周五，在无锡易可中医医院“魏氏
脑病中心”，中心创始人、上海曙光医院神
经内科原主任魏江磊教授同30多位帕友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迎新联欢会。

现场，大家分享抗帕经验、进行艺动
帕金森表演、吃团子。帕友王老伯激动地
说，患病后就没有这么敞开心扉过，自己
甚至忘了抖僵。魏江磊说，目前，大部分
医院在治疗时注重临床诊治而忽视群体
治疗和家庭康复。2016年，他和上海新华
医院神经内科刘振国教授就中西医结合
联合攻关，相关课题获上海中西医结合科
技三等奖。如今，他进一步将课题项目和
帕金森病人的衣食住行结合，提出“艺动

帕金森”，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一
站式”干预，临床效果不俗。

此外，魏江磊年轻时也曾患偏头痛，
因一位全国名老中医的方子而痊愈，如今
他改良此方，也帮助了众多偏头痛和三叉
神经痛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