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天津
、

武汉等市的调查看

我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

胡 汝 泉

随着我 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
,

城市老年人 口也在逐年增加
。

大批老年人离开工作岗

位
,

回到家庭
。

家庭成为老年人的主要生活阵地
。

老年人家庭生活的好坏
,

直接影响着晚年

生活的质量
。

为了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
,

有必要对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的现状
、

发

展趋势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

做一番探索和剖析
。

现 状

我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
,

无论在结构上
、

老年人的地位和作用上 以及代际关系上
,

都

具有 自己的特点
。

首先
,

从家庭结构看
,

我 国城市老年人绝大多数 同子女或孙子女生活在一起
,

独身老人

或
“ 空巢

”
家庭只是个别现象

。

老年人的家庭结构是老年人家庭生活的中心环节
,

决定着老年人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
。

分析老年人的家庭生活
,

首先必须分析老年人的家庭结构
。

据天津市 1 9 8 4年的抽样调查
, ① 市区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呈现以下基本状况 (见表一 )

:

表一 天津市市区老年人家魔结构基本情况统计

独 身 家 庭 ! 夫 妻 家 庭
与子女
同 居

与孙子
女同居

与其他
亲属同居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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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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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老年人与子女和与孙子女一起生活的共 84 5人
,

占 76
.

96 % ,而其他三项 合 计 有 2 53

人
,

只 占2 3
.

0 4%
。

上述材料说明
,

在天津市市区老年人中
,

同子女
、

孙子女一起生活的占大

多数 ; 而夫妻家庭和孤身老人家庭等只 占很小的比重
。

在离休千部中
,

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所 占比率更高
。

据天津市统计局 1 9 8 4年 对 25 1

位离休干部的抽样调查
,

在家庭结构方面
,

可以看到如下情况 (见表二 )
: ②

① 19 84年天津市政府办公厅
、

社会科学院和老龄委员会进行了市区老年人基本状况的问卷调查
,

共收回 有 效 问卷
1

,

的8份
。

文中
“

天津市1 9 84 年调查
,

均指此
。

② 见天津社联社会科学参考材料 ( 16) 《 老龄问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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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二 天津市部分离休千部家魔结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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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离休干部中无子女者只有 1人
,

与子女不在本市的 4 人
,

仅占总数的 2 %
。

在哈尔滨市 19 8 3一 19 8 4年对离休干部的调查中
,

也可 看 到 基 本 相 同 的 情 况 ( 见 表

三 ) ① :

衰三 哈尔澳市离休千部家魔结构概况

独 居 型 } 配 偶 型 代际型
配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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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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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

代际型 (指一个老年人同子女或孙子女一起生活 )
、

配偶代际型 (指

老年夫妇同子女或同孙子女一起生活 ) 和联合型 (指老年夫妇同子女和孙子女一起生活 ) 家

庭共 53 2人
,

占9 3
.

3%
。

而独居型和配偶型则只有 31 人
,

仅 占5
.

44 %
。

上述材料说明
,

在我国的城市中
,

绝大多数老年人都同子女或孙子女生活在一起
,

夫妻

家庭为数较少
,

孤身老人只是一种个别现象
。

这是我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的特点之一
。

其次
,

从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看
,

我国城市老年人仍然是家庭的主宰
。

老年人在家庭 中的地位和作用
,

是关系到老年人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
。

要考察

老年人的家庭生活是否愉快幸福
,

一个重要的指标
,

就是要测度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

据天津市 1 9 8 4年调查
,

老年人对家庭的经济支配
、

重大事件处理和子女婚姻
,

仍握有决定权

和发言权
。

见表四
:

表四 天津市市区老年人在处理家庭事务中的作用

起决定作用
有发言
起决定
释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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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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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开 支

家 庭 遇

见 大 事

子女婚姻

人人 数数 6 3 000 2 5 999 1 4 111 6 888

%%%%% 5 7
.

3 888 23
.

5999 1 2
。

8 444 6
.

1 999

人人 数数 54 333 3 3 666 1 2 777 9 111

%%%%% 4 9
.

5 000 30
.

6 333 1 1
.

5 888 8
.

2 999

人人 数数 1 9444 61 000 1 7 999 8 222

1118
.

2 111 5 7
.

2 888 16
.

8 111

① 见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社会学学会
、

黑龙江省老龄间题委员会编 《老年人问题学木讨论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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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
,

在处理家庭事务中
,

老年人仍然握有决定权和发言权
。

在经济开支方面
,

老人能够自由支配 自己的收入并且对家庭的经济开支具有决定作用的居第一
,

不 起 决 定 作

用
,

但仍有发言权的居第二
,

共占80
.

97 %
。

在处理
“
家庭大事

”
方面

,

起决定作用的仍居第

一
,

不起决定作用
,

但仍有发言权的仍居第二
,

共 占 80
.

13 %
。

在子女婚姻方面
,

老年人起

决定作用的退居第二
,

不起决定作用
,

但有发言权的跃居第一
。

这表明
,

父母包办子女婚姻

的现象已显著减少
,

但父母对子女婚姻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

不起作用的人数虽比上两

项为多
,

但仍居第三
。

武汉市 1 9 8 5年对市区老年人基本状况的调查也有类似的情况
。

这说明
,

无论是天津市市区的老年人
,

还是武汉市市区的老年人
,

在家庭生活中都占居

重要的地位
,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而且其所占比例也基本相同
。

这种状况具有很大的代表

性
,

它反映了我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的又一特点
。

再次
,

代际关系比较融洽
。

在两代人之间
,

不仅在经济上
,

而且在感情上
,

都存在着紧

密的联系
。

经济联系是两代人之间代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

天津市 19 8 4年调查的资料表明
,

中国

城市老年人同他们的子女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有一部分无收入的老年人还要靠子女或孙子女赡养
。

具体情况见表五
:

衰五 天津市市区无收入老年人的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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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无收入老人的生活来源
,

主要靠老伴的收入 , 其次是靠子女和孙子女的赡养
。

这说

明
,

一部分无收入的老年人 (主要是女性 ) 正在依靠子女的赡养度过晚年
。

第二
,

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
,

同子女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

具体情况见表六
:

表六 天津市市区老年人与同居子女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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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婚子女一与未婚女子

上表说明
,

在家庭经济生活中
,

无论 同已婚子女还是同未婚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
,

本

人收入全交的都占第一位
,

全不交的占第二位
,

交生活费的是少数
,
而子女交生活费的 占第

一位
,

全交的占第二位
,

全不交的是少数
。

这种情况
,

既表明了老年人同子女的经济联系具

有补贴子女的性质
,

也表明了老年人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占居着支配的地位
。



第三
,

同子女分居的老年人
,

大多数也同子女保持着经济上的来往
。

见表七和八
:

据天津调查
,

老年人同子女的经济联系是双向的
。

在 1 , 0 98 位老年人中
,

有 57 9位经常对

已婚子女给予补贴 , 同时又有 5 95 位的子女媳婿经常为他们花钱
。

应当指出的是
,

这种经济联系不仅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
,

而且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

许

多老年人及其子女所以要保持这种联系
,

主要的不是出于经济的需要
,

而是出于 感 情 的 需

要
。

他们把这种经济联系做为感情联系的物质体现
。

城市老年人同子女之间还保持着紧密的感情联系
。

这是代际关系更重要的内容
。

从天津

市的调查可知
,

大多数老年人把同子女的感情交流 当做家庭中最大的乐趣
。

见表七
:

表七 天津市市区老年人的家庭乐趣

与子女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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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合家团聚居家庭乐趣的第一位
,

与子女和孙子女在一起居第二位
,

家庭美满
、

和睦

相处居第三位
。

这些都是老年人同子女交流感情的渠道
,

三项合计 占75
.

47 %
。

这说明
,

绝

大多数老年人把同子女和孙子女的感情交流当做家庭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

从互相疼爱中也可以看出老年人同子女和孙子女的感情联系
。

见表八和表九
:

衰八 老年人最疼爱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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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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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过

一1

一.08

注 :
上两题因可选填两项

,

故合计数多于样本总数
。

从上两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

老年人最疼爱子女
,

合计 占4 7
.

8 5%
,

即将近半 数

来
,

老年人也最为子女所疼爱
,

占5 2
.

6 8%
,

已经超过了一半
。

在武汉市 1 9 8 5年的调查中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
。

老年人最疼爱子女的 占5 1
.

3% ;
老年人

最为子女所疼爱的占5 5
.

1 %
。

两项回答均超过 了半数
。

①

正是由于老年人在家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同时又同子女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

和融洽的感情联系
,

因而普遍受到子女和孙子女的尊敬和爱戴
。

具体情况见表十
:

① 见 《武汉市市区老年人状况调查》 (油印稿)
,

第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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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子女和孙子女对待老年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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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在家庭中很受尊敬的老年人
,

居第一位
; 比较受尊敬的居第二位

,

共占9 8
.

0 3 %
。

而

不大受尊敬和很不受尊敬的老年人仅占 1
.

97 %
。

这说明
,

我国城市中的老年人
,

普遍得到子

女和孙子女的尊敬
; 而不受尊敬的老人

,

只是极为个别的现象
。

事实证明
,

现阶段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美满的
。

二
、

趋 势

对于我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的发展趋势
,

在理论界和广大群众 中都存在不 同看法和议

论
。

而要科学地预测其发展趋势
,

首先必须认真考察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原因
。

影响我 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发展的因素很多
,

既有主观的因素
,

又有客观的因素
; 既

有老年人方面的因素
,

又有子女方面的因素
。

例如
,

经济状况
、

居住条件
、

职业地位
、

价值

观念
、

生活习惯
、

思想情趣
、

文化传统
、

社会舆论等等
,

都可以成为影响老年人家庭生活变

动的因素
。

这些因素有的互相矛盾
、

相互抵消
,

有的互相推动
、

互相促进
。

正是这些因素的

矛盾运动
,

决定着老年人家庭生活的发展趋势
。

其中最根本的
、

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则是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
。

就我 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
,

现存的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状况具有以下一些明显

的优点
:

第一
,

有利于减轻子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

也有利于实现老年人继续为四化作贡献的愿望
。

在我国
,

家务劳动当前仍然是家庭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

并且是一种较沉重的负担
。

据天津市统计局 1 9 8 3年调查
,

在职职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
,

平 日长达 3 小时 5 分钟
,

为一

天时间的 12
。

9 %
。

公休 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则长达 5 小时 47 分钟
,

为一天时间的 24
.

1%
。

如果老年人同子女一起生活
,

并分担一部分家务劳动
,

既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

又可以实现

自己继续为四化做贡献的愿望
。

据天津市 1 9 8 4年调查
,

老年人离退休之后
,

绝大部分人并不满足于坐享清福
,

而想继续

为四化出力
。

具体情况见表十一
:

表十一中回答
“ 虽不能工作

,

但还能做点家务
,

支持别人干四化 ”
的居第一位 ; “ 不服

老
,

还想为社会作点贡献
” 的居第二位

。

两项共占 7 1
.

47 %
。

而其他四 项仅占2 8
.

5 3%
。

这说

明
,

多数老年人有继续为四化作贡献的愿望
。

在生活中
,

老年人除一部分继续工作外
,

多数

是从事家务劳动
。

这从老年人的时间分配上可 以看出
。

据天津市 1 9 8 4年抽样调查
,

老年人每天平均用 4 小时 22 分从事家务劳动
,

占全天时间的

1 8
.

17 %
。

这说明老年人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
,

平均比职工为多
。

由于老年人分担了部 分 家

务劳动
,

有利于子女腾出一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和学习
,

从而 间接地为四化出了力
。

第二
,

有利于对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的抚养和教育
,

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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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十一 夭诊市市区老年人的老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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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与家庭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天津市 1 9 8 4年所做犯罪调查的资

料表明
,

家庭结构完整
、

家庭素质较高
、

家庭教育较好的家庭
,

其子女的犯罪率 就 低
;
反

之
,

其子女的犯罪率就高
。

这从反面证明了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

近年来
,

我国城市夫妻同时参加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

由于他们的工作和家务

负担都很重
,

所以用于教育和照顾子女的时间
,

就相对减少
。

据调查
,

天津市职工用于照看和教育子女的时间
,

在平 日平均每天只有25 分钟
,

仅占全

天时间的 1
。

74 %
。

在公休日虽然所花时间增加了近两倍
,

但也只有 1小时 n 分钟
,

仅占全天

时间的 4
。

93 %
。

在科学技术迅速进步的今天
,

仅用这一点时间来抚养和教育子女
,

显然是远

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
。

而老年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
,

在离退休之后又有比

较充裕的可供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
。

如果他们与子女一起生活
,

就可以把抚养和 教 育 孙 子

女
、

外孙子女的任务更好地承担起来
。

这不仅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

而且可以使新一代儿童

与少年得到正常的抚养和教育
。

这既有利于当前的四化建设
,

更有利于祖国长远的未来
。

第三
,

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的老后照顾问题
。

为了使老年人欢度晚年
,

不仅要解决经济保障的间题
,

而且要解决老后照顾的问题
。

老

年人与子女一起生活
,

不仅有利于经济保障问题的解决
,

更有利于老后照顾问题的解决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老年人的机体 日趋衰退
,

其患病率也就必然占有较大的比例
。

见表十

裹十二 天津市市区老年人位康状况统计

! 无 病 } 无 大 病 { 有病不影 …病较重行 ! 生活不 }
} 身体好 ` 体 质 差 … 响行动 } 动不便 { 能自理 {

匆`
一

已应二耳应
一 {

一

二一…
,

一
一

一

匕二介于习
% }

2 9
·

4 7
}

18
·

2 5 1 4 1
·

2 4 { 7
·

8 5 2
·

叩 }

其 他 } 合 计

兰一!士竺一
D

·

2 7
}

1 0 0
·

o 。

从上表可知
,

老年人中身体健康的只 占30 %弱 , 而体弱和患有不同程度疾病 的 则 占近

60 % ;
特别是还有占 10 % 以上的老年人行动不便和生活不能自理

。

这就是说
,

有 70 %多的老

年人处于健康不佳的状况
。

天津市和哈尔滨市对离休干部状况的调查
,

也都反映出类似的情

况
。

这就自然产生了老后照顾的问题
。

这已经成了老年人最为担心的问题
。

具体情况见表十

一
:

·

1 0 2
·



表 +三 天津市市区老年人最担心的问皿统计表

自自己的健康康 病 后 照 顾顾 被社会遗忘忘 物价上涨涨 其 他他 合 计计
入入入入入不数出出出出

人人 数数 37 888{1 0 0
···

7 333 6 8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 1
.

6 333333333333333333333 %%%%%4 3
.

9 5555555 8
.

4 9991 0 0
.

0 000

上表中老年人中最担心 自己健康的居第一位
,

最担心病后照顾的居第三位
。

这两种回答从

本质上看
,

都是担心 自己生病以后或生活不能 自理时的照顾问题
。

两项共 占5 5
.

58 %
。

我国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
,

社会服务事业还不够发达
,

老年人口 的数量将急剧增长
,

老年

负担系数将越来越大
。

因此
,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
,

不可能由国家把老年人的老后照顾

问题全都包下来
,

也不可能迅速实现老后照顾社会化
。

所 以
,

这项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子女

的肩上
。

在调查 中所掌握的现实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

见表十四
:

裹十四 天津市市区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由谁照顾统计表

{
老 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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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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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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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明
,

老年人生活不能 自理时
,

由子女媳婿照顾的居第一位
; 由老伴照顾的居第二

位 ; 由孙子女
、

外孙子女照顾的居第三位
,

三项共 占9 6
.

4 0 %
,

其它仅 占3
.

6%
。

这充分证明
,

老年人同子女一起生活
,

有利于老后照顾问题的妥善解决
。

第四
,

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

老年人同子女和孙子女共 同生活
,

承担部分家务劳动
,

可以丰富生活的内容
,

可以使机

体得到运动
。

同时
,

还可以使老年人从年轻人和孩子们身上得到精神上的巨大安慰
,

这些对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都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

上述诸点
,

都是维系老年人家庭生活现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

它说明
,

在当前
,

老年人

同子女共同生活
,

不仅具有必要性
,

而且具有必然性
。

它符合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和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
,

并同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

它既有利于老年人安度晚年
,

也有利

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也出现了一些破坏老年人家庭

现状的离心力和扩散力
。

正是在这些离心力和扩散力的作用下
,

在老年人的家庭生活中已经

出现 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的发展趋向
,

就是与 已婚子女分开生活的趋向
。

据天津市 19 8 4年调查
,

有已婚子女的 1 , 0 32 位老年人中
,

与已婚子女一起生 活 的 有 4 56

人
,

占4 4
.

1 9% ; 不与已婚子女一起生活的有 5 76 人
,

占55
.

81 %
。

后者 已经明显地超过 了 前

者
。

当然
,

在 5 76 位老年人 中
,

还有 32 3人身边有未婚子女
。

我们并不排除这些未婚子女婚后

继续留在父母身边的可能性
。

但从天津市 1 9 8 4年和武汉市 1 9 8 5年的调查中发现
,

老年人对家

庭生活的意愿却恰恰与此相反
。

见表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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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天滩
、

武汉两市市区老年人家磨生活愈息

jjjL 女婚后后 留一个个
都都一起过过 结婚儿子子

人人 数数 14 666 2444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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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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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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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表中
,

主张儿女婚后都分出去单过的老年人在天津市己经超过半数
。

在武汉市虽略低
,

但仍居第一位
,

并将近半数
。

这与几年前相比
,

已有显著变化
。

1 9 8 0年对天津市 3 7 5户 有 成

年未婚子女的家长家庭意愿进行调查的统计资料
,

与此就有很大的不同
。

见表十六
:

表十六 天津市 3了5 户有成年未婚子女的家长家庭惫愿

含 计
后去婚出分女儿个 都儿一女婚留只已个子一儿留婚只

已后过婚起女一儿都

兰一
一

纠一竺一- 一…一
~

-

竺
~

—
一
…一一竺-一一

~

% 1 2 1
。

8 9 1 3 1
.

4 7 } 7
.

7 3

从以上几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

主张子女婚后都留在身边的比例显著减少
; 主张子女婚

后都分出去单过的比例显著增加
; 留一个儿子的比例也下降较多

;
而留一个女儿的比例则变

动较小
。

这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老年

人同已婚子女分居现象的发展趋势
。

所 以会出现这种发展趋势
,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

从调查所 了解的老年人同已婚

子女一起生活或不一起生活的原因中
,

可以看出某些可供分析的线索
。

见表十七和十八
:

表十七 天津
、

武汉两市市区老年人同已婚子女一起生活的原因

经经 济 上上 需 子 女女 帮 子 女女 享 受受 因 无 房房 其 他他
帮帮助子女女 照 顾顾 料理家务务 天伦之乐乐 分 不 开开开

人人 数数 8 000 3 333 9 666 8 777 3 555 9 333 2 111

%%%%% 1 7
。

9 888 7
.

4 222 2 1
。

5 777 1 9
,

5 555
! 」」

2 0
.

9 000 4
.

7 111
7777777777777

.

8 7777777

人人 数数 5 999 1 666 6 111 3 111 3 000 7 666 666

222222222 1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 1
.

999 1 1
.

111 1 0
.

888 2 7
.

222 2
.

222

衰十 J、 天津
、

武汉两市市区老年人同已婚子女分开生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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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表中影响老年人同已婚子女一起生活或分开生活最突出的原因是
“
房子窄

” ,

在天

津居分开生活原因的第一位
、

一起生活原因的第二位
,
在武汉

,

均居第一位
。

同时这一原因

基本互相抵消
,

因而不能构成影响老年人家庭生活变动的根本原因
,

也不能据此预测老年人

家庭生活的发展趋向
。

表十七中影响老年人同子女生活的主要是另外三种因素
,

即需要子女照顾 (天津 居第一

位
,

武汉居第二位 ) ;
依靠子女赡养 (天津居第四位

,

武汉居第三位 ) ; 和帮助子女料理家务

天津居第三位
,

武汉居第四位 )
。

这些因素正是当前父母与已婚子女一起生活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
。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

这些因素将逐渐失去其作用
,

因而必然导致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衰

落和减退
,

并使离心力和扩散力相应地得到发展和增长
。

第一
,

随着就业人 口的增加
,

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
。

据天津市调查
,

目前各

年龄组人 口的就业情况是
:

35 一 54 岁之间为 80
.

97 % ; 30 一 34 岁之间为 9 2
.

5 %
。

如果现 行 的

退休金制度不变
,

预计今后 20 一 25 年里
,

城市老年人 口中享受养老金的将达到 80 % 以上 ;
今

后 25 一 30 年里
,

将达到 90 % 以上
,

因此
,

依靠子女赡养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少
。

这就必然使 同

已婚子女 一起生活的老年人 日趋减少
,

而使分开生活的老年人 日趋增多
。

第二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支付能力的提高
,

第三产业将 日益发达
,

家务劳动将

逐步实现社会化
。

随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

老年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的必要性将逐步降低
,

老年人需要子女照顾的必要性也将逐渐降低
。

这也将使老年人同已婚子女一起生活的家庭数

量 日趋减少
,

而使老年人同已婚子女分开生活的家庭数量 日趋增加
。

第三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价值观念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

表十七中主张与 已婚子女

一起生活以
“
享受天伦之乐

” 和 “
在经济上帮助子女

”
的老年人

,

已经为数很少
,

在两市均

居第五和第六位
。

表十八中主张
“ 子女婚后应独立生活

” 和 “
图清净

”
的老年人

,

在两市均

居第二和第三位
。

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推动下
,

才产生 了老年人多数主张与 已婚子女

分居的意愿
,

从而推动了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分居家庭模式 日渐增多的发展趋势
。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与已婚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将逐渐减少
,

与 已婚

子女分开生活的老年人将 日益增多
。

这就是中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发展的趋势
。

三
、

对 策

面对变化的趋势
,

既不能拘泥于中国的传统家庭模式
,

也不能盲 目地步欧美家庭模式的

后尘
。

而应该创建一种既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又有利于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最佳老年人家庭生活模式
。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多数老年人及其子女都希望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
,

但又要求住得

近些
,

以利于互相照顾和保持感情上的联系
。

在现实生活中 已经出现 了这种家庭生活模式
犷

即在一个母家庭周围
,

联结着几个子家庭
,

形成一个家庭 网络
,

我们可以称之为
“ 网络家庭

” 。

在这种家庭模式中
,

在户口 管理上和居住形式上
,

各个家庭是彼此独立的
,

表现为子女婚后

都分居另过
。

但同时
,

在母家庭和子家庭之间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经常的交往
。

在平时
,

子女有时到父母家里就餐
,

为父母分担某些需要体力的家务劳动
;
父母有时为子 女 看 管 孩

子
,

有的甚至将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完全领养在 自己家里
。

公休 日或节假 日更是子家庭和母家

庭交往的时机
,

往往是子女媳婿带领孩子到父母身边
,

全家团聚
,

热闹非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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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庭模式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

第一
,

有利于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

既清静安闲
,

又有全家团聚的欢乐
。 -

- - - - -

一一
第二

,

有利于调适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
。

代际差造成的矛盾
,

由于分开居住
,

给双方

留下了充分思考的时间
,

因而有利于调适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
。

第三
,

有利于老年人的生活照顾
。

老年人虽与已婚子女分居
,

但分而不离
,

父母仍然能

得到子女的照顾
。

又由于住处相距较近
,

也不会增加子女照顾父母的负担
。

第四
,

有利于解决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
。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
,

实行计划生育和

独生子女政策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
。

但后果之一是会出现一对年轻夫妇要照顾两对年老父

母的格局
。

如果这对年轻夫妻 同任何一对年老父母一起生活
,

就会使另一对年老 父 母 受 冷

落 , 而如果这三对夫妻都在一起生活
,

又必然造成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
。

所 以
,

最好的方法

是建立网络家庭
,

三对夫妻都分居另过
; 而子家庭则同时同两个母家庭保持等距离的联系

。

第五
,

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

家庭生活是否安定
,

对经济社

会发展有重大的推动和阻碍作用
。

因此
,

安排好老年人的家庭生活不仅可使老年 人 安 度 晚

年
,

也可使其子女减少后顾之忧
,

积极投身四化
,

从而有利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

正是 由于网络家庭的模式具有这些优点
,

因此
,

我们应该把这种家庭模式作 为 最 佳 选

择
,
在各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

推动其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

第一
,

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服务行业
。

这既是促使现存城市老年人家庭模式

解体的推动力量
,

又是使网络家庭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前提
。

因此
,

在发展第三产业时
,

必须

对家务劳动社会化和老后照顾社会化给予应有的注意
。

第二
,

要在建房分房和子女就业安排上为网络家庭的建立和发展创造条件
。

这是因为网

络家庭要求子家庭和母家庭不仅应该 同时居住在一个城市
,

而且要求距离较近
。

第三
,

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
,

加强子女有赡养和照

顾父母义务的宣传教育
,

保持和巩固尊敬老人
、

孝顺父母的 良好社会风气
。

第四
,

建立和健全各种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制措施
。

要同时运用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解

决家庭矛盾
,

调适家庭关系
。

总之
,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
,

既有促使我国城市老年人家庭生活保持 现 状 的 因

素
,

又有促使其发生变化的因素
。

从总体上考察
,

后者大于前者
,

并正处在继续发展之中
。

因此
,

老年人家庭生活的发展变化已经呈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
。

我们应该因势利导
,

采

取相应的对策
,

以推动老年人家庭生活的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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