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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杰

找个合适的太难了
一个人将就着过吧

每天早上七点，吃完早饭，
家住甸柳三居的张先生都会来
到历下文化广场散步聊天。一
天到晚，老张几乎不着家，在小
区呆闷了，他偶尔还会去泉城
广场、英雄山逛逛。“一大早出
门，晚上睡觉时再回家，一个人
呆在家太闷了。”五年前老伴儿
去世后，他便开始了早出晚归
的日子。

虽然儿女很孝顺，不过老
张仍时常感到孤独，想再找个
伴，他也动过再婚的念头。他曾
在子女面前流露过这样的想
法，但遭到了子女的反对。不过
通过婚介与朋友介绍，老张这
两年与十多位老太太见过面，
但都吹了。“有的是年龄差距太
大；有些是见面就谈钱谈房子，
太势利；更多的是两个人没话
说，过不下去。”如今老张在这
方面已经心灰意冷，“找个合适
的太难了，一个人将就着过
吧。”

关于再婚，老年女士则承
受着更大的社会压力。三年前，
尽管子女不反对，60岁的宋女
士再找个伴的心愿最后还是没
能如愿。周围邻居、朋友“有伤
风化”等字眼时常飘进她的耳
朵里，想来想去，她还是决定一
个人过了。

据此前我国第五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资料，我国丧偶人数
约为3900万，丧偶状态的老年
人所占比例为37 . 7%，这意味
着每3个老年人就有一个丧偶
状态。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这一
趋势仍然在恶化。

老太太找依靠型
老大爷找保姆型

从济南市部分婚介机构记
者了解到：随着社会观念的进
步，许多单身老年人寻找“另一
半”的热情高涨。据千城热恋婚
介所负责人吕合强介绍，婚介所
内，老年男女比例一般在1:5。“全
济南市相亲市场上，老年人能占
到15%左右”。择偶对象上，女方
多希望对方与自己年龄相仿，相
差在3-5岁之间；相对于女方的
理性，男方的要求普遍较务实，

“多数都是希望找个年轻些，能
照顾一下自己的。”

但吕合强坦言，老年人再
婚的成功率依然很低。“上半年
我们介绍了10多对，就成功了1
对。”在他看来，抛开客观原因，
成功率低主要还在于当下老人
们的择偶心态越来越“挑”。老
太太们都希望找个能依靠的；
而老大爷们都希望找个保姆型
的，照顾日常起居。

常是财产导致分手
不少因此对簿公堂

财产问题是限制老年人再
婚的首要原因。现实中，因为财
产问题导致老人分手的事情已

不胜枚举，更有许多老人因财
产问题而对簿公堂。

即便老人们如愿以偿地
再度牵手，但再婚后离婚率
也出奇高。济南老年人相亲
市场上甚至流行着“十对再
婚离八九”的说法。为了避免
类似纠纷，大多数老年人再
婚，选择“搭伙过日子”不领
结婚证同居生活。

记者从济南市历下区、历
城区等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前
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老年人
屈指可数。“平均一个月有一两
对（老年人）。”历城区婚姻登记
处主任孙吉峰分析，与年轻人
相比，大多数老年人已不再重
视登记领证，他们更多的还是

“想找个伴儿吧”。
关于老年人再婚问题，社

会学家张洪英教授持宽容态
度。她认为，每个老年人有选择
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与登记
领证的法律意义相比，老年人
更倾向于不婚而居的现实意
义。“这样自身的利益与儿女利
益都能得到保全。”

虽然社会学家及老人自身
都对不婚同居持宽容态度，但
律师李友震并不看好这种方
式。李友震称，不婚同居的初衷
是为了避免经济纠纷，但“在一
起时间长了，经济问题不可避
免会遇到”。为此他建议老年人
要办理财产公证，明确老年人
再婚前或同居前的财产数量、
范围、价值和产权归属，“这是
目前解决婚姻、财产纠纷最可
靠的法律依据。

不不婚婚同同居居，，老老年年人人找找伴伴儿儿的的无无奈奈
省城老年人再婚十对离八九，财产问题首当其冲

据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丧偶老年人数量都呈
现增长趋势。这意味着，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再婚的社会问
题将更加突出。但老年人苛刻的择偶条件以及财产继承、婚后生活
容忍度低等因素造成了老年人再婚难。面对再婚所带来的感情与
亲情的两难选择，不少老年人选择了不婚同居。

省城不少老人把看护孙辈作为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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