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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见，“啃老”现象在
华裔家庭中更多一些，英国人家
庭则很少出现主动“啃老”的情
况。在英国的失业人群中，只靠
父母接济生活的人也就是“啃
老”者是极少的。即使有些年轻
人出于各种原因不工作，那也更
多的是靠领救济金为生，而不是

“啃”父母。
如果要对“啃老”现象做个

界定的话，一种是主动“啃”，
就是不想工作故意“啃”父母；
另一种则是被动“啃”或是部分

“啃”，有的是因为找不到工作，
有的是因为收入不够。对于被动

“啃”或是部分“啃”的现象，
我们的社会要多做一些事情，帮
助他们在经济上自立，不要片面
地将之划为“啃老族”并大加指
责。

通常而言，父母对子女成长
的容忍度是很大的。有的子女可
能经济上“断奶”时间会更晚一
些，但只要年轻人还是上进的，
那就不妨宽容一些。但是，有的
家庭经济富足，父母主动让孩子

“啃老”，这种现象是要不得的，
可能会导致炫富。

要想减少“啃老”现象，最

管用的是要大力增加就业，创造
更好的环境帮助年轻人及早工
作。

我们常说，就业是民生之
本，有了收入，年轻人自然就不
会“啃老”了。我在英国从事项
目投资管理、在中国国内也投资
了企业，我认为，特别要扶持能
吸取大量劳动力的中小企业，要
给予用人的鼓励政策；另外，还
要加强社区服务、社会心理辅
导，对那些“懒汉”做心理辅
导，减少依赖心理。这一点上，
德国经验可以借鉴。德国老年人
口多，很多的社区工作都由老年
人承担，他们会去说服那些不工
作的年轻人主动就业，这样一
来，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不工作
就可耻的氛围。据我了解，这也
是德国失业率低的一个原因。

本报记者 叶晓楠整理

我有两个成年的儿子。我和
我的意大利丈夫以及丈夫的兄长
家一起，住在公婆留下的一栋3
层楼房里。我们夫妻又出钱买下
了公婆生前居住的一楼产权，给
两个儿子居住。老大虽然已有体
育俱乐部的工作经验，现在却一
心想自己创业；老二刚毕业，正
在等待到中国读研，目前跟着我
一起做媒体。

这大概也算某种程度上的
“啃老”，因为我们在经济上还是
资助着他们，尤其孩子创业需要
资金，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积蓄拿
出来帮助他们。

再说说我身边人的故事吧。
我的一个意大利朋友，今年

82岁。两个儿子中，小的也 50
多岁了。至少从我认识他们的那
天起，这个老父亲就一直在接济
小儿子。老人退休时有一笔比较
丰厚的离职金，平均分给了两个
儿子作为买房的首付。大儿子情
况还不错，可小儿子就不一样了，
由于学艺术的妻子高不成低不就
的，婚后一直没有工作，又有了下
一代，光靠他一人的收入根本不
足以养家糊口。所以，老父亲每
个月都要固定拿出500欧元资助
小儿子一家，这相当于老人每月
五分之一的退休金。

在我的朋友中，还有一位是
40多岁的物理学博士，由于所
学的专业不好就业，一直没有找
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全靠妻子一
人工作。两人又买不起房，只好
一直住在父母的房子里，并且把
车库改造成了一个简单的工作
室。这相当于是“啃”了父母的
房子。像他这样的情况，由于不
是自己不想工作，而是实在找不
到合适的工作，父母倒也没有对
他下逐客令。

在我们夫妻看来，完全坐视
儿子的困难不管，是不现实的，
只要儿子有努力的想法，又不是
不切实地的空想，又有实际行
动，那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

帮助，是非常愿意的。在这一点
上，我们的想法挺一致。

意大利人的观念和中国人比
较接近，都是家庭观念比较重，
看重亲情。何况现在社会竞争压
力那么大，我们中老年人多少还
是有些积蓄的，意大利全民享受
公费医疗，我们没有太多的后顾
之忧。所以，只要子女不是那种
专门赖在家里“啃”父母的情
况，一般还是会帮孩子一把的。

再比如说我那位 82 岁的意
大利朋友，老父亲当然不愿意每
月都给儿子钱花，不过没办法。
儿子也不是不工作，就是收入
低，少了这笔钱，生活水平就会
受影响。老人不愿意看到自己孩
子生活水平与自己相距太远，只
能给钱。有时，老人也会和我聊
起家里的烦心事，老人说，无论如
何，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愁眉
苦脸地度日。

如何缓解“啃老”现象？我
认为，教育很重要，一方面要从
小就培养孩子独立、善良的品德，
对家庭和社会都有责任心；另一
方面，学校要增强教育的实用性，
要教会孩子更多可以傍身的技
能；孩子要慎重选择合适的专
业，以免将来面临就业难题。如
果一个家庭出现了那种极端的

“啃老”现象，那么这家的父母
可能也要做点反思，为什么孩子
明明有能力也不愿工作，是不是
从小在家庭教育上就有所不足，
导致成年后的孩子迟迟不能“断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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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老”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从世界范围
来看，“啃老”难题也是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原
因何在，又该如何应对呢？对此，本报记者连线
意大利、英国等地的华侨华人，请他们谈谈海外
华侨华人眼中的“啃老”。

意大利人和

中国人观念相近
■胡兰波 56岁

意大利华人作家

多帮助那些

被动“啃老”人群
■杨 迪 华侨 48岁

英国北京商会会长

拒绝啃 老 有多难？
本报记者 叶晓楠

■ 日前，吉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并决定明年5月1
日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这并非孤例，在吉林立法对“啃老”说不之前，已有江
苏、山东、昆明等多个地方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明确了老年人有权拒绝年轻人“啃老”的相关规定。

时下，“啃老”现象的确已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立法能否有效保护老年人法律权益，“啃老族”如何
才能减少？已经辛苦大半辈子的父母能拒绝被“啃”吗？本报记者带您走近普通的老年人、青年人，一探究竟。

每当看到各种与“啃老”有关的新闻，在北
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关先生就忍不住叹气，虽
然他家的情况没有见诸媒体的那些案例那么极
端，但每每看到已届而立之年的儿子辞了工作成
天宅在家里就闹心不已。

“你说说，这么大小伙子，既不成家也不立
业，平时还要吃好的穿好的，我们老两口劝也劝
不动，骂也骂不走，自己都到快要退休的年龄
了，却还要跟年轻人一样拼命工作养家，本来以
为把儿子养大了就轻省了，谁知养出了个‘啃
老’的儿子，这往后可怎么办啊！”如今，关先
生和朋友在一起时，最怕聊子女的情况。

说到“啃老”，重庆的史先生有些不好意
思。现在是一家小卖部店主的他，曾经是个“海
归”，在国外念了4年书，花了家里差不多160万
元，因为家境并不很富裕，父母只能节衣缩食地

给他凑钱。结果回国后，他始终找不到理想的工
作，最后还是父母看不过眼，找亲戚借钱租了个
小卖部，让他先看着店，可生意又不温不火，赚的
钱刚够交房租，平时的开销还得“啃”父母。现在，
史先生见人都不好意思提自己的“海归”经历，“连
工作都找不到，有什么好炫耀的”。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啃老”的形式和
程度也是千差万别的，除了那些完全不工作专

“啃”父母者外，还有很多家庭存在各种形式的
间接“啃老”，比如把孙辈全部扔给老人。

北京的郑大妈，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
作，收入也还算可观，可年轻人嘛，花起钱来难
免大手大脚，工资收入基本没给过老两口。很
快，孙子出生了，老两口一手包办带孙子，出工
又出钱，孙子从出生到上学，所有的费用，都是
郑大妈两口子管着。

在郑大妈看来，自家儿子也算是一定程度上
的“啃老”。“抚养自己的下一代，本来就该他们
自己出钱出力，怎么现在全成了我们的事了！”

“综合分析来看，‘啃老’族中，有的是不想
‘啃老’，但因处境不好而不得不如此，当然也有
好逸恶劳，想让父母养活自己一辈子的人。其
中，有一部分是掌握技能差、在市场上就业困
难、年龄偏大的下岗人员，但近年来，更多出现
的是年轻的‘啃老’族，他们有一定学历、却处
于失业状态，与传统的下岗失业人员不同，这个
群体可能更适宜用‘不就业者’来描述。”华中
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对本报记者分析说，

“年轻一代普遍对就业工作有较高的要求，住
房、购车等社会压力对其影响较大，加之很多家
庭父母的溺爱和庇护，导致不少人逃避压力选择

‘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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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起“啃老”大家都深恶痛绝，可是仔
细探究起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论是“啃
老”的年轻人，还是被“啃”的老年人，大伙儿
说起来都是满腹纠结。

关先生虽然对辞职回家的儿子有诸多不满，
可这个儿子曾经也是他们夫妻俩的骄傲——从小
学习优秀，还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时找的工
作也不错，可谁知现在却成了这样。

“现在我想起学生时代的儿子，还是挺自豪
的。我们陪着他风里来雨里去，上各种培训班，在
学校里也总被老师夸。刚工作时，儿子也是挺努力
的，只是社会竞争太激烈了，他有些不适应。他心
里应该也是挺着急沮丧的，我们也不舍得把他逼得
太狠，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儿子，又没有什么不良恶
习，对我们态度也不算差，我们哪里能做得那么绝，
真的把他扫地出门呢？只能盼着他哪天能发奋图

强，挑起大梁吧！”关先生的生活便在这样一天天的
无奈中继续着，只是他们夫妻俩一度憧憬的周游世
界的退休生活，现在看来已经遥遥无期了。

把儿子养大刚清闲了没多久的郑大妈，现在每
天的生活就是围着孙子团团转，连跳广场舞都没空
去，退休金还不舍得多花，要给孙子买好吃的。

“看到他们平常工作那么忙，又要交房子的月
供，我们也不忍心责备他们。再说我们俩的退休工
资加起来也好几千元，平时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把钱花孙子身上也就认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
子，郑大妈也只能是一边抱怨，一边继续被“啃”。

“我最忧虑的是，我们养大了儿子又帮着带
大了孙子，自己眼看也年老体衰了，各种身体上的
毛病都有了，也不知将来儿子孙子会不会认我们
这份付出，还是把我们‘啃’干净了就撒手不管
了。”郑大妈叹息着。这样的纠结，是她和院子里

那些帮着带孙辈的老姐妹们经常聊起的话题。
那么，“啃老族”又是怎么想的呢？一些年

轻人表示，其实也不想“啃老”，可是一碰上现
实中的难题，又忍不住去找父母求助。

闵先生2010年从安徽一所知名院校硕士毕业
后到武汉工作，月均收入可达6000元，并在这里
成家立业，然而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他最近也开始
犯愁：“这几年房价飞涨，自己的收入涨幅根本
跟不上。现在谈恋爱 3年了，结婚买房的事再也
拖不下去了，只能向爸妈求救。”

结果，一套房子就把全家的积蓄耗光了，闵
先生感到很无奈：“其实我也不想把父母攒下的
养老钱都用光了，但结婚时，谁不想有一个稳定
的安身之处？租房价格并不便宜，而且还要面临
不断搬家的可能，谁愿意忍受这样的折磨？只能
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回报父母。”

近年来，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不
断出台，从“常回家看看”入法，到部分地方规
定“有权拒绝‘啃老’”等，赞成者表示，“啃
老”虽属家庭内部问题，但有了这项权利，会对

“啃老族”产生更强的震慑。
有网友留言说，虽然“一纸条例”未必就能真

正杜绝“啃老”，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毕竟有了一道
最后的防线。而对那些“啃老族”而言，毕竟有法
管着，“啃”起来也不能一辈子都不撒嘴吧？

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现实地看，这
种“有权拒绝”，到实际生活中，可能会面临
具体操作上的难题。在老人疼爱子女的传统心
理作用下，面对子女“啃老”，有多少父母会

主动拒绝；另一方面，年轻人收入有限的现实
生活处境，使得他们如果想在城市尤其大城市
体面地生活下去，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父母的
帮助。

教育的作用也很大。要区别看待“啃老
族”，不能将原因全部都归咎到个人上，家庭教
育也有不可推卸的关系。

梅志罡指出，要想避免养出“啃老”的下一
代，从小在家庭教育上就要树立对劳动的尊崇，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有的父母没有培养孩子从小
独立的能力、吃苦的精神，孩子长大后自然怕苦
怕累；父母对孩子出手大方，要什么给什么，孩
子不知道父母挣钱的辛苦，长大后当然也就不会

心疼父母。因此，拒绝孩子成为“啃老族”中的
一员，还需要父母从小对孩子进行教育，让孩子
尽早参加劳动，多学技能，培养独立的精神和竞
争观念。只有从小培养责任意识，孩子长大成人
后才会承担起孝敬父母的义务，而不是让父母养
活自己。

梅志罡认为，还应综合发挥相关部门、专业
机构、社区、志愿者等作用，为“啃老族”及其
父母提供心理辅导，帮助他们转变观念。用人单
位不要只是“用人”也要“育人”，提高年轻人
的心理承受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学校教育也要增
加体验教学、实习实训、社会兼职，提高年轻人
的就业技能。

▼
杭
州
一
群
﹃
啃
老
族
﹄
近
日
举
办
﹃
断
奶
仪
式
﹄
，
宣
誓
爱
老
敬
老

不
啃
老
，﹃
断
奶
﹄
为
长
辈
尽
孝
。

连
国
庆
摄
（
人
民
图
片
）

● 各有心结 一言难尽 ●

● 向“啃老”说不还得多管齐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