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徐和小王是同事，两人的儿
子都上初一。周末，她们相约由小
徐开车一起带着孩子去郊外看桃
花。

初次见面，小徐的儿子航航送
给小王的儿子兵兵一包小吃和几
个蛋挞，说：“我妈今天早上刚做的
蛋挞，可好吃了，你尝尝。”兵兵迟
疑着接过来，皱着眉说：“我不吃别
人家做的东西，怕拉肚子。”他又看
了看小吃包上的日期，“还有十天
就到保质期了，我可不敢吃！”尴尬
中的小徐瞅了瞅正微笑着看着儿
子的小王，只好自我解围道：“不吃
就算了，没关系。”她拿回食物递给
了航航。

旅行开始。兵兵一会儿嫌车里
味道不好，一会儿埋怨妈妈给他穿
的外套太厚，一会儿又说开这么慢
啥时能到。小王则质疑小徐走的路
线太绕，又说小徐家的车底盘不
好，路稍有不平就颠得厉害……开
着车的小徐，起初还乐呵呵地接个
话，或解释几句，但很快她就选择
以沉默应之。赏花时，为了让心情
少受影响，她领着航航走在听不清
小王母子话音的位置。中午在“农
家乐”吃饭，他们各自点了想吃的
菜。小徐要的蒸面条菜一端上来，
兵兵就嚷道：“妈，你看，还有黄叶
子呢！”小王边用筷子拨弄着指尖
大小的一片半黄的菜叶，边说：“这
种菜他们能弄干净吗？你就不该
点。”等到她点的炸花椒芽端上来，
她一吃，又开始嘟囔：“怎么花椒芽
上还有刺儿啊？扎着人怎么办？真
不像话！”

下午回家后，小徐觉着自己身
心疲惫。她试探着问儿子：“今天玩
得怎么样？”正在哼歌的航航说：

“挺好的。老师布置的写春天的作
文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十里桃
花’。哈哈……”说完还摆了个很

“夜华”的造型。儿子的游兴没有受
到外界影响，小徐很是欣慰。

爱挑毛病，在一定范围内是做
事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表现。但若
不分事由、场合，为一己私愿而习惯
于挑别人的毛病，恐怕就难以让人
理解了。从心理学角度看，以自我为
中心的人、好嫉妒的人、内心自卑却
又虚荣心强的人更容易挑别人的
毛病，也更容易焦虑。家庭的和睦、
事业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人际关
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依赖于人与人
之间的相互尊重、包容、理解和支
持。“我”字当头，总习惯挑别人毛病
的人，释放于周围的常常是负能量，
没有人喜欢和这样的人交往。久而
久之，其人际关系势必会受到影响，
进而影响个人发展。

在家庭教育中，要想不让孩子
成为一个爱挑别人毛病的人，家长
就应率先示范。不难看出，兵兵的
不善解人意、抱怨、挑剔很像他的
妈妈，正是小王日常生活中的言传
身教，才养成了兵兵以自我为中
心、爱挑别人毛病的习惯。

小徐说其实那片半黄的菜叶
不算什么，不想吃把它择去就是
了；早春花椒芽上的刺儿并不硬，
不会扎伤人，不必大惊小怪。再说
去“农家乐”吃饭享受的就是原生
态的淳朴、自然，不能拿它和星级
酒店的讲究相比。小徐还说儿子的
阳光心态得益于她和爱人的培养。
从航航懂事起，他们就引导孩子积
极、乐观、和善地待人待事。就算工
作、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可
心的人，他们也尽量不当着孩子的
面抱怨、指责、焦躁不休。

孩子为何
总爱挑“毛病”

我64岁，老徐67岁，我俩是再婚
夫妻，婚姻也有20年了。我前夫因肝
癌去世，他的前妻因车祸不在了，他
一个女儿，我一个儿子。我俩都遭遇
过生活上的挫折，十分珍惜走到一
起的缘分，拧成一股绳把日子过得
还不错，可老徐的病掀翻了家庭的
平静。

老徐是四年前被诊断出阿尔茨
海默症的。老徐最初是做事丢三落
四：用了暖水瓶，瓶塞忘了盖；戴着老
花镜，却急着在房间里找来找去；让
他去买瓶蚝油，一转身他就得问我，

“你刚才让我做什么？”这样的问话在
短时间内能重复好多次。家人都单
纯地以为人老了难免会忘事，直到
有一天老徐走失了，我们才醒悟，他
不是简单的丢三落四。

那天下午老徐出去遛弯，顺便
去小区活动室看打牌。我准备好晚
饭，孩子们都回家了，还不见老徐的
身影。我给他打手机，始终没人接，我
儿子赶紧跑到小区活动室，得到的
消息是：老徐没来过。我慌神了，双手
颤抖着给亲戚朋友挨个打电话，他
们的回应同样也是“没见过老徐”。紧
接着，家人报警，又打电台的直播热
线，通过广播寻找。

第二天中午接到派出所电话，
民警告诉我，在党家庄附近找到老
徐，我家在五院这边住，当时已是深
秋，不敢想象这一夜他是如何忍受
饥饿和寒冷的。我赶往派出所，看见
老徐神情呆呆且疲倦地坐在椅子
上，我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他答非所
问，“大毛在前面走，我得跟着它。”我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大毛
是我家以前养了六年的金毛，后来
病死了。从那以后，我不敢离开老徐
半步，他的衣兜里随时放着一张卡
片，上面写着家人详细的联系方式，
就怕他再走丢了。

老徐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现
在连家人也不认识了，还爱“找事”。
自从得了这病后，老徐时常流口水，
他坚持说自己口腔有问题，要找医
生输液。我反复解释，但没用，家里一
来人，他就不停地说我是坏人要害
他，不给他看病。电水壶坏了，我扔
掉，他非得说是保姆偷走了，后来发
展到保姆去哪个家，他就紧跟着，我
还不能阻止，否则就乱发脾气。我家
的保姆顶多干一两个月就得换，谁
愿意成天背个“小偷”的名声呢？

老徐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以
前特别温和，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对
我动过粗，现在骂我算是轻的了。有
天晚上都深夜12点多了，老徐还不睡
觉，一会挪动一下桌子，一会又要闹
腾着出门，说楼下有人在喊他。我害
怕影响邻居，就生气地往卧室里推
他，他倒好，冲着我的胸口给了一拳。
我气得掉泪，他却跟个没事人似的。

如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我的
身体也在走“下坡路”，我的腰不好，
不能提重物，也不能长时间站立，单
说老徐的大小便失禁，每天多次给
他清洗内衣内裤对我来说就是繁重
的一件事。孩子们忙，我不愿麻烦
他们，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有
了把老徐送到养老院的想法。随之
而来的便是对我的一些指责：半路
夫妻就是靠不住，还有的说，老徐
帮着我儿子成家立业，现在老徐病
了，你就想过河拆桥。唉，说什么的都
有。

前几天，老徐女儿的舅舅来家，
我在厨房听见女儿压着嗓音哭着对
舅舅说，“阿姨也挺辛苦的，不过要是
我妈在，肯定舍不得把我爸送到那
种地方。”女儿后半句话，听得我心里
冰凉，要是身体允许，就是累死也不
愿让老徐离开我半步，再说，即使不
送养老院，我终有动不了的那一天，
或者先走一步，到那时，老徐又该怎
么办？现实太难了，我实在找不到一
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张 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副教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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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女士今年64岁了，家里摊
上了这样的事情，真的非常不幸，
我能够理解她的无奈与无助。目
前阿尔茨海默症是威胁老人健康
的“四大杀手”之一，没有很好的
治疗方法，也无痊愈的可能性，所
以，家人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
准备。从郭女士叙述的老徐的病
情和症状来看，大概已经属于阿
尔茨海默症的第二期。

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期的病
程是2至10年，继续发展下去到达
第三期，这一期的时间是8至12
年，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依赖于护
理。大多数患者会在后期因为各
种并发感染而恶化，导致生命终
结。当然究竟需要持续多少年，还
要看护理和照顾的情况以及本人
的身体状况。

我们很理解郭女士目前的感
受，既希望能够给老伴很好的照
顾，又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使她
甚感为难。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
中，进养老院是个很悲哀的选择，
往往使人联想到子女不孝、家人
抛弃。而在国外，绝大多数患有阿
尔茨海默症的老人都在医养一体
的养老院里接受护理。这可能存
在着观念上和文化上的差异，正
是这种差异，让郭女士在选择的
时候就显得格外艰难，再加上他
们是再婚的夫妻，就更加会被他
人尤其是孩子误解。郭女士最好
的方法是将孩子们召集在一起，
共同讨论老伴的护理问题，因为
老徐不仅仅是郭女士的丈夫，他
也是孩子们的父亲，既然他尽到
了对子女们抚养的责任，那孩子
们也应该对父亲尽赡养的义务，
不能把照顾父亲的责任搁在年迈
的母亲一个人身上。老徐的女儿
亦应如此，既然不同意把父亲送
到养老院去，那么，就应当与母亲
一起分担照顾父亲的责任。或者
大家轮流照看父亲，或者大家出
资请人来专门照顾父亲，再或者

是，郭女士和老伴一起住到养老
院去，借助那里的医护人员一起
照顾老徐，因为仅凭郭女士一个
人肯定是顾不过来的。即便将老
徐送去养老院，也是需要大家抽
时间多去养老院陪伴、探望老人，
这样老人既得到了很好的护理，
大家也都不至于太疲劳。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后
期在卫生、饮食、大小便、起居等
日常生活方面自理能力退化严
重，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随手抓东西吃、不会穿衣、哭
闹等，特别需要专人看护。专人看
护和专业的护理可以做到让患者
按时起床、睡觉、进餐，使之生活
正常，保证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
间，因为对这种患者来说，正常
的、有规律的生活很重要。再到后
期，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做事无意识，有时还会产生幻觉，
发生自杀事件，也非常危险。

老徐的女儿心疼父亲，认为
将父亲送进养老院，父亲就没人
管了，就没好日子过了，这也是个
很大的误解。我们国家像郭女士
和老徐这一代人，大多只有一个
孩子，他们都面临着一对夫妻要
照顾四个老人的问题，进养老院
养老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养老趋
势。否则的话，请问老徐的女儿，
您能抽出多少时间来照顾您的父
亲呢？您不能说必须由郭女士在
家照顾您的父亲是唯一的好的选
择吧？当然，郭女士身体条件如果
许可的话还好，可是她的身体看
来也渐渐走下坡路了，万一两位
老人都因此而倒下，您父亲的结
果可能更不好。因此我建议大家
还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一
个护理方案，养老的问题，也需要
我们转变理念。另外，邻里之间也
要多理解，既然我们不能够帮助
人家解决困难，也不要给人家增
加心理压力了，谁能保证郭女士
的问题不会发生在自己家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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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也需要转变理念
□丛 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心理

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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