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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汤的距离”刚刚好！

老年人普遍渴望与子女“同城不同住”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安娜

连日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对我
市十余位城市老年人的采访结果，也
印证了不久前发布的《2023年中国商
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中提到
的：城市老年人养老对亲情期待高，
倾向与子女“同城不同住”，渴望“一
碗汤的距离”。

对此，呼和浩特市力信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总干事王渊表示，通过一些
为老专业社工服务发现，亲人关爱能
明显影响老年人情绪。以其所服务的
团结小区社区的老年人为例，子女时
常来探望的老年人很少会产生孤独、
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反倒十分享
受完全能够自己掌控的晚年生活。与
子女频繁互动又相对独立的老年人，
身心更加健康、愉悦。

王渊说：“我们在做为老专业社工
服务工作时会发现，也有一些老年人
到了晚年反倒不懂得距离的道理。要
么完全不考虑子女的生活、工作，甚
至以装病之类的办法，希望留子女在
身边多陪陪自己。有的又联系太少，
生怕打搅子女的工作和生活。殊不
知，不远不近、不温不火的常态才是
亲子之间最好的关系诠释。人到晚
年，更是如此。其实，‘一碗汤的距
离’除了指居住距离之外，更重要的
是心理距离。有界限、有距离、有联
系、有守望，最佳的距离就是‘一碗汤
的距离’。”

那么，在生活中老年人要如何与
子女保持好“一碗汤的距离”呢？王
渊认为，这说到底就是相处的艺术。
无论到了哪个年纪，学会与人相处都
是人生的必修课，对子女来说如此，
对老年人来说更是重要。子女大了，
有自己的生活和想法，作为父母，要
给予他们充足的空间，不要过度干涉
子女的生活。老年人偶尔也要学会紧

跟潮流，关心时事和年轻人的生
活，了解年轻人喜欢什么，谈论什
么，制造共同话题，让家庭的温度
上升。简言之，老年人要做的就是
学着跟子女站在一起，支持他们，
做他们最坚强的后盾，这就够了！
子女成功时，为他们鼓掌；子女遇
到挫折时，给他们依靠。不要因为
自己是长辈，就插手子女的家庭事
务。子女也要懂得迁就父母，理解
他们的不容易，给予彼此包容和
爱。多关心父母和孩子，让父母感
受到亲情和子女的温情，以免晚年
太过忧伤。人老了，思维就会跟不
上，有时候唠叨也是一种爱的体
现，只是方式不对罢了。子女需要
更贴近父母与他们沟通交流，让父
母明白其中的道理，成全更多晚年
亲情的美好。

无论相隔远近
最重要的是心理距离刚刚好

说到“一碗汤的距离”，大家都不陌生，此句出自一房产广告，意思就是指父母与子女家的居住

距离不远不近，煲好一碗汤送过去刚好不凉，既可以方便探望又不失各自的空间。连日来，呼和浩

特晚报记者走访了我市多位老年人后发现，“相见好，同住难”“各有各空间，相处更快乐”成为受访

老年人普遍的想法和愿望。正如不久前发布的《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中所

提到的：城市老年人养老对亲情期待高，倾向与子女“同城不同住”，渴望“一碗汤的距离”。

2年前，李先生夫妇卖掉居住
了 30多年的老房子，又拿出 20多
万元的积蓄，在儿子居住的高档
小区里买了一套 50多平方米的小
公寓。搬进新房后，虽说小区环
境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但老两
口却并不是很开心，用他们的话
说就是：“老房子虽然旧了些，但邻
里邻居都熟悉，房子还是三居室，住着也
算宽敞。”但老两口之所以作这样的决定，就是为
了方便接送孙子上下学。

每天早早地去儿子家楼下接上孙子送进学
校，下午放学再从学校接回家，是李先生夫妇目
前的生活常态。但是，老两口却鲜少去儿子家，
不是儿子、儿媳不欢迎，而是老两口觉得每次去儿
子家中都会发现许多“看不惯”的地方。比如，看
不惯年轻人将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放在冰箱里坏
掉、看不惯脏衣服随意丢在沙发上。起初，老两
口会趁着儿子、儿媳上班后帮忙收拾整理，后来
却发现忙碌一番后非但得不到认可，还无法改变
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后来，老两口索性抱着“眼
不见心不烦”的态度，少去儿子家中，这样做让他
们觉得反倒是与儿子、儿媳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爸爸、妈妈，这周又辛苦二老带孩子了，快
看看我给你们买了啥好吃的。”每到周末，儿子、
儿媳总会带着孩子来到李先生夫妇家，一家五口
有说有笑地聚个餐。老两口也明白了，要去了解
和接受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制造两代人的共同话
题，用年轻人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所以，虽然每
周一聚，但也成了老两口最幸福的时光。

现在，李先生在新小区里已经结识了不少年
龄相仿的邻居，大家也时常聚在小区的凉亭里、广
场上聊聊天。大家常常会说：“老李头两口子，我
们真羡慕你俩呀！”大家在羡慕李先生夫妇与儿子
住得近，方便互相照料的同时，其实更羡慕他们与
儿子、儿媳相处的过程中保持刚刚好的距离。

老年人对亲情期待值普遍较高

“一碗汤的距离”
或成最优解

55岁的王女士是一名退休教师，离异多年
的她一直过着独居生活，刚退休的那段时间，突
然清闲下来的她开始感到孤独。与唯一的女儿
商量后，王女士决定搬到女儿家同住。起初，王
女士非常享受三代同堂的热闹，但是住在一起
不过半个多月，矛盾就开始出现。不是因为王
女士和女儿在教育外孙时出现分歧，就是自己
为家庭琐事费心操劳却换来女儿、女婿的不理
解。后来，王女士和女儿、女婿的矛盾越来越
大。女儿、女婿时常抱怨王女士的观念跟不上
潮流，无法忍受王女士的唠叨。最后，王女士深
思熟虑后还是决定搬回了自己的家，重回独居
生活。

重新过上没有孩子相伴的日子后，和女儿
的联系也逐渐减少。虽然住得不远，但是女儿、
女婿也只有周末才带着小外孙来探望自己。有
时候，闲来无事的王女士会早早起床去早市买
来最新鲜的排骨或是活鱼，炖一些汤送
到女儿家中，但却常常被嫌已经凉了，再
热过就会失去鲜味。

现在，王女士才明白，说到底就是女

儿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不想和母亲
太近，以免观念不同产生矛盾，也不愿让母亲过
度为其操劳。虽说心里明白女儿的苦心，但她
还是经常不由得感到失落。王女士说：“虽然现
在我拥有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了更
多的时间可以享受晚年生活，可我却感觉并不
幸福。有时候，女儿的一个电话、一句问候，就
能让我倍感欣慰，甚至兴高采烈一整天。”

在连日来的采访过程中，呼和浩特晚报记
者发现，“年龄越大越对亲情期待值越高”是多
位受访老年人的普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