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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汤的距离”是日本学者在
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家庭亲和理
论。具体来说，从家里煲好一碗汤，
送到亲人那里，汤的温度刚刚好可
以趁热喝。如此，既方便子女照顾
父母，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生活。
不过，对“一碗汤”的概念，不同的人
有着不同的解读。近日，青岛82岁
的沈大爷向记者讲述了他和儿子儿
媳家“一碗温凉汤”的居住故事。

一碗“热”汤的距离也常有矛盾

我家兄妹三人，大哥和父母住
在老家河北唐山，小妹住在唐山近
郊丰润县，只有我在青岛。父母的
晚年主要靠大哥大嫂照顾。大哥大
嫂和父母住对门，虽然是两套房，但
几乎就在一个屋檐下。当初单位分
房时，父母为了和大哥大嫂住得近，
便于照顾，特意托关系找人，才分到
了门对门。

刚开始也的确方便。孙子孙女
放学了，爹妈还没下班，那准是先回
爷爷奶奶家。老人做好了饭，准会
给儿子儿媳留一份，省得他们下班
回来再开伙。这样亲密的日子直到
有一次哥嫂吵架。由于门对门，哥
嫂吵架的声音很快就被父母听见
了，他们想敲门劝架，却被大嫂堵着
门不许大哥开门。父母硬是煎熬了
半个多小时才熬到哥嫂不吵了。后
来母亲告诉我，那次吵架之后，她就
觉得住“门对门”不好。因为距离太
近，双方都没隐私。小两口出点动
静，她和我爸躲都躲不开。

眼不见，心才净，眼见了却不知
如何是好，真是管也不是，不管也不
是。“最好就是别让我知道”，母亲
说，人老了以后最好是少掺和孩子

的事，而少掺和的前提就是少知道
事。“知道的多了，就不由得想发表
意见。说得对还好，万一说得不对，
岂不是给人家添乱？”这是母亲的原
话。母亲以她的经验教训提醒我，
未来和儿子儿媳千万不能住太近，
更别说住一起了。从那时起，我就
和妻子下决心和儿子儿媳拉开点距
离，但也不能太远，用妻子的话说，

“一碗‘温凉汤’的距离”恰恰好。

和子女，不求太亲密只求少矛盾

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是很多家
庭都面临的问题。我身边大多数父
母都是在退休后选择到孩子居住的
城市，或买房或租房。我和老伴也
是这样。我们原来在河北石家庄，
儿子来了青岛，我们前几年考虑到
年纪大了，就把石家庄的房子卖掉，
又添了点钱在儿子的小区买了一
套。但买房前我就和儿子说好：不
能买同一栋楼，更不能买同一单元，
要隔着几栋楼买，步行5分钟到对方
家即可。步行两三分钟的距离，还
是太近。太近就容易有矛盾，太远
也不方便照顾。儿子就按照我制定
的这一原则，替我们选好了房子。

如今，我们和儿子家隔着三栋
楼，走路不到6分钟。这样的距离我
和老伴很满意，儿子媳妇也没意
见。我们的想法是：和子女的关系，
不求太亲密只求少矛盾。离得太
近，就免不了走得太近，太近了矛盾
就不可避免会增多。和儿子还好，
毕竟是亲骨肉，和儿媳如果闹不愉
快，虽说也能化解，但最好还是不发
生矛盾为好。这就是我和老伴“一
碗‘温凉汤’距离”的想法。

记者 王丽洁

一碗“温凉”汤的距离才恰好

一天，下班后的公证员林雪
（化名），心情一直没有好起来。眼
前老是晃荡着那个老阿姨哭肿的
眼睛和无奈求助的目光。以下就
是这位老阿姨的哭诉：

我叫齐冬菊，今年70岁。55岁
那年，老伴不幸因车祸去世。我觉
得天昏地暗，整天就是哭。好不容
易走了出来，十年前有人给我介绍
了一个丧偶老头叫冯山。比我大
十岁，他原来在一家机械厂做工，
有一儿一女。

我看冯山这个人老实厚道，想
想我唯一的女儿又远嫁到外地去
了，我一个人生活真挺难的，就同
意搬到老冯家和他一块住了。老
冯和我说，咱们办个结婚手续吧，
我说，不用办了，两个人凑在一起
做个伴吧。可没想到的是，他的一
儿一女强烈反对。刚开始还来家
看看，后来就越来越少，近几年几
乎不见他们的影子。老冯的身体
不好，我就对他说，你的两个孩子
也不关心关心你，都是 80 岁的人
啦，他们真是不像样子。老冯说，
我有你就行了，他们拖儿带女的也
挺累的，他们只要好好的就行了，
咱们就不想他们了。

一个月前，老冯和往常一样去
晨练，快要8点半了还没回来，我正
想出去找找他，突然手机响了，一
接电话是老冯的朋友，他急乎乎地
和我说，老冯摔倒了，现在拉到南
岭医院去了。我慌里慌张地打上
车就往医院赶。到了医院，见老冯
已经快不行了。我呜呜地哭了起
来，老冯微微地张张嘴，我听他断
断续续地说，“让他们，回，回来。”

当天晚上老冯就离开了人世，听医
生说，老冯死于心梗。

我马上通知他的儿女，第二天
他们才来到医院，处理完后事之
后，他们两个人说是要和我谈谈。
儿子说，“这套房子是他爸爸名下
的，你和我爸虽然在一起住，但是
没有登记，法律不承认，因此你就
没有继承权。这套房子和屋内财
产的唯一继承人是我和我妹妹两
人，与你无关。”女儿说，“你拿着你
的东西，赶紧搬回你原来的家去
吧，可别打谱赖在这里。”

我一听，头都大了，我在这里和
老冯整整住了十年，原来的房子早就
卖了，离开这里我无家可归。我就
说，孩子们，我照顾伺候你爸爸十多
年，你们不管不问，连个电话都没有，
你爸爸一走，你们就赶我走，你们的
良心让狗吃了吗？我们为什么没登
记？都是些老年人在一起就是相互
照应，你们说我们不受法律保护，可
人间还有道德还有人情吧！两个孩
子冲我吼，“赶快想办法，别叨叨，我
收拾收拾就要挂牌卖房了。”

我对他们说，“我不走，死也
死在这里，我不信你们能把我这
个 70 多岁的人抬出去。”他们冷笑
着说，“那就试试看，给你三天时
间，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三天后清
理门户。”

老阿姨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
好伤心，林雪的心一阵一阵地痛，
只觉得怒火突突地燃烧起来。林
雪明白，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办理
了登记的婚姻关系才能受到法律
保护。可怎么对这位老阿姨说
呢？ 孙秉伟

同居十年，她却被对方子女赶出门
寒露时节
吃三样忌三样

寒露时节，
民间有习俗“吃
三样忌三样”。

要 吃 的 第
一 样 是 柿 子 。
柿子是寒露节
气的应季食物，
营养价值非常
高。寒露节气
吃柿子可以降
噪，让身体更舒
服。第二样是
山 楂。民间有
句俗语叫“寒露
收山楂，霜降刨
地瓜”，山楂也是
寒露节气的应季
水果，也是典型
的开胃良药，秋
天食欲不振的时
候可以吃点山楂
开开胃，吃多了
油腻的食物也可
以吃点山楂消消
食。第三样是石
榴。石榴能解秋
燥，还能生津止
渴，化痰止咳。

忌 吃 的 是
瓜类食材。夏
季吃瓜，清热解
暑，但进入秋季
就要减少。因
为瓜类过于寒
凉，不但刺激肠
胃还会导致身
体不适，严重者
腹泻。至今在
很多农村地区
还有这一说法

“秋瓜坏肚”，也
就 是 这 个 道
理。忌吃生冷
食物。寒露之
后，凉的食物就
要减少摄入甚
至不吃。一些
凉菜，凉水，凉
透的熟食等都
不建议吃，影响
肠胃健康。忌
吃 辛 辣 食 物 。
秋季是比较干
燥的季节，空气
干燥湿度小，日
常生活中应多
吃一些去燥降
火的食物，温润
滋养肺脏。而
一些辛辣的食
材则会导致内
火上升，吃多了
这类食物还会
导致体内水分
的流失过快，直
接结果就是引
起上火，虚火旺
盛 则 身 体 不
适。张鹏飞

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