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日
A10-A12

青未了
2013 . 5 . 12 编辑：曾 琳 美编：晓 莉

妻子变得敏感多疑

我不知该怎样安慰她

比起简云的自我封闭，她的敏感多疑更令人苦不堪
言。简云和她嫂子的关系素来不冷不热，也就是维持个面
子关系。今年她嫂子刚当上外婆，孩子满月前，她哥哥和
嫂子特意来家，让我带着简云参加孩子的满月宴席。按
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去不去也无所谓。可简云的怒火好
似被掀起的万丈波澜，认定哥嫂是在刺激她，“你们明知
道我讨厌这种场合，还来邀请我，到底安的是什么心？”简
云毫无道理的一通指责，惹得嫂子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在简云面前谁也不能提孩子的事。前段日子，有位
朋友来家做客，也不知哪句话就扯到了“空巢家庭”的问
题。朋友压低嗓音对我说，“你两口子太冷清了，实在不
行就抱养一个，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我苦笑地摇摇
头，叹了一口气，“顺其自然地活着吧，没心思过多考虑
别的。”和朋友闲聊时，我满以为简云在卧室里休息了，
她却偏偏听到了每一句话。朋友走后，简云又开始了猜
疑，“你是不是还想要个孩子？难道你就不思念我们的儿
子吗？我比你大两岁，已经没能力再给你生孩子了。”简
云语无伦次，一连串的问话让我毫无还口之力。

简云越说越激动，内容也愈加离谱，最后她竟然脱
口而出，“要离婚你就早点说，我不耽误你要孩子，我连
儿子都没了，还怕失去婚姻吗？”看着简云难以控制的情
绪，我是急不得、恼不得，又心疼她，又替自己委屈。自从
儿子不在后，我的悲痛不比简云差，我连个哭的地方都
没有，做梦梦见儿子，我不愿醒来，盼望着和孩子永远守
在一起。我从未和简云说过这些事情，况且，我一个大男
人，如果也陪着她成天颓废恸哭，说句难听的话，我俩早
去天堂了。我小心谨慎地呵护简云，就是怕她伤感，可她
的胡乱猜想愈加厉害，愈发不着边际了。

儿子走了，我和简云似乎也不会经营夫妻情感了。
在家里，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如果我累了，想安静一会
儿，也会遭到简云刻薄的猜疑。我和别的女人说句话，她
都能浮想联翩。有时目睹简云的敏感多疑，蛮横不讲理，
我真想撒手不管，但转念一想，她是我的妻子，是与我一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现在除了我，她还能有谁可以依靠
呢？其实，在我心里，儿子、简云是我最有力的生命支柱，
儿子已经不在了，活着的人总得坚持下去。如果简云再
有什么不测，这世上我就没有至爱的亲人了……

文/宋家玉

2010年在北京举办的“社会转
型期亲子关系国际论坛”上，德国
著名的亲子关系专家TOODY女士
说：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妻(夫)、老
年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无论摊
在谁身上都难以承受。但三种伤害
对家庭及亲子关系的影响是不尽
相同的，对少年儿童来讲，丧失父
母对其成长影响极大，但由于他们
的身心尚不成熟，许多情感记忆会
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对他们
的亲子关系抑或人生的影响也会
随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中年人丧
失配偶，对中年人的情感及生活影
响巨大，但由于中年人心智与情感
相对成熟稳定，即便难以承受丧偶
之痛，随着时间的长久，这种痛也

会逐渐减低以至于慢慢习惯一个
人的生活，何况有的还会再婚生
子，痛楚孤独感会随之改变；唯有
老年丧子，这种痛是无法弥补的，
对中老年人的伤害极其严重，多半
会影响一生，尤其对失去独子的父
母来讲，打击更是毁灭性的，他们
没有任何同类情感可替代，也不可
能再生儿育女寄托希望，随着年龄
的增加，他们的孤独感会更加强
烈，精神、情绪方面会越来越消沉，
有的甚至会抑郁而终。

据民政和卫生部门的官方统
计，我国每年因各类灾难导致的

“失独家庭”约有7 .6万个(失独后再
生育的不在内)，这些“失独家庭”绝
大多数是中老年人，他们因无力承
受失子之痛而变得身心憔悴悲痛
欲绝，有近60%的人患上抑郁症、自

闭症等精神疾病，有20%的人长期
处于凄楚悲痛的生活氛围中，情绪
萎靡，精神不振，只有一小部分家
庭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大家的
帮助，逐步走出困境，这部分人大
都是心理承受能力较强或心理健
康程度较高的人。而对于大多数

“失独家庭”来说，心理健康、精神
慰藉、医疗养老依然是摆在他们面
前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

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
全，对于“失独家庭”(孤寡老人)，他
们有一套完整的医疗、养老和社会
保障制度，基本不用孤寡老人操心
即可完成对他们的医疗救护、生活
料理及日常陪护。日本对“失独家
庭”(孤寡老人)的关照除了依靠社
会的基本保障制度以外，更多是由
社区各类群体组织完成，比如“互

助会”、“关爱老人社团”、“家妇会”
等等，这些群体组织都是自发的、
义务的，参与者都是义工，他们已
经养成了多年的习惯，一代一代传
承下来，几乎没人认为这种事与自
己无关抑或是自己不应该做的。

作为“失独家庭”中的中老年
父母，想走出痛苦的阴霾是件很难
的事情，因为他们遭遇的是人生中
无与伦比的巨大灾难。但只要全社
会给予高度的重视，心理、医疗、社
区服务等相关部门给予细致的关
照，辖区基层组织举办的各类娱
乐、文化及交流活动能主动邀请他
们参加，只要社会大家庭给予足够
的温暖，并建立健全一整套围绕

“失独家庭”的救助体系，“失独”的
中老年人就一定能够走出孤独，健
康愉悦地尽享晚年生活。

应建立完善“失独家庭”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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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失去去独独子子后后

我我和和妻妻子子的的情情感感走走入入困困境境

为了避免简云睹物思人，一有空，我就开车带着
她外出转悠。即便如此，也很难让简云开心起来，她
愈加触景伤情。若遇上和我们差不多的同龄人，手里
牵着小孩，简云就出神地盯着孩子看，嘴里喃喃自
语：“如果儿子不走，过几年我们也可以牵着孙子出
去玩了。儿子太可怜了，没给咱俩留下丁点的念想。”
儿子原本计划今年国庆节结婚，哪曾想遭遇不测。后
来，简云极少出门，不愿与外界接触，每天沉默不语，
精神恍惚。

今年春节对我和简云不仅是煎熬，更是一种绝望
的凄冷。进入腊月，年味越来越浓，尤其是此起彼伏的
鞭炮声，使得简云非常抓狂。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可
声音还会传进耳朵。简云干脆用被子蒙住头，双手捂
住耳朵，放声痛哭，似乎要用哭声掩盖住外面的喜庆
热闹。不管怎样，我得强打精神硬撑着，否则这个家更
没生机了。除夕晚上，我做了几道菜，简云一口也吃不
下，我只好哄她，“这些菜全是儿子爱吃的，你不吃，他
会不高兴的。”简云端起碗，无语凝噎，茫然地看着桌
上儿子的碗筷，眼泪成串成串地往下掉。

老话常说：时间能让人忘记伤痛。然而，经历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对活着的父母来说，每一
分钟都是看不到希望的黑暗与死寂。简云的状态越
来越差，以前她是个很爱惜自己的女人，每到“三八
节”或是生日，她都要给自己买心仪的礼物。可现在，
如果不上班，她都懒得洗漱，躲在儿子的卧室里，不
停地看儿子生前拍的DV和照片。我怕简云过于睹物
思人，劝她出去走走，和朋友聊聊天，别总闷在家里。
简云黯然神伤，连眼皮都不抬，声音哽咽地对我说，

“我不想与任何人说话，我受不了他们对我那种特有
的安慰。”

简云的体会我深有感受。有时在办公室，本来同
事们正在热烈地讨论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哪家大学，或
是谁家的孩子什么时候要成家了。一看见我，大家立
刻噤声，脸部表情立刻由原先的兴奋转换成对我深深
的同情。我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成天悲悲切切地面
对外人。所以，我只能用短暂的微笑，对大家的怜悯抱
以感谢，可内心永远是凄凉、无助、孤独的黯淡。

妻子悲痛欲绝

难以走出丧子的阴影

我想求助心理老师帮帮我妻子简云(化名)，她
如果再这么消沉下去，我真担心她做出极端的事
来。自从失去儿子后，简云像刺猬一样，对任何人
都竖立起根根尖刺，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沉浸在
无尽的悲痛中。

我儿子是去年五月初因意外事故不在的。儿
子走得很突然，清早出门时还对我说：“爸爸，晚上
回来我给你下载戏曲段子。”下午我便接到儿子出
事的电话。赶到医院时，儿子已经不行了。简云悲
痛欲绝，发出凄厉的哀嚎声，声嘶力竭地恳求医生
救救孩子，但是医生无力回天。可怜我的儿子，刚
刚过了25岁生日，就这么突然不在了，永远消失了，
我和简云的心都抽空了，原来活着特别有劲，现在
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活着？

回到家，目之所及，哪儿都是儿子的用品。玄
关处有儿子的休闲鞋，茶几上扔着他的随身听，沙
发上扔着他的衣服……东西还在，儿子却没了。晚
上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我把声音拧到最低，
全身的关注点都在门外。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
我习惯性地站起来去开门，走到门口才猛然间清
醒，我每晚的等待都是一场空。有一天，邻居家的
儿子在楼下扯着嗓子喊爸爸，让把车钥匙扔下来。
我从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串钥匙，快步走到阳台，隔
着窗户扔了出去。俯身一看，下面不是我儿子。那
种落空感，让人痛不欲生。

简云的状况更糟。她原来对生活极富热情，
喜欢手工活，喜欢烹饪，家里到处是她摆放的鲜
花和亲手栽种的小盆景。用年轻人的话说，简云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资情调”。儿子走后，她对任
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唯一喜欢做的就是把儿子
的物品拿出来，一一摆放在床上，不停地抚摸。简
云照例和往常一样收拾儿子的卧室，可以说，她
每天都坐在儿子的床边哭一场，像个无助的孩
子，“儿子在时，我的双手每天都能触摸到被子上
面温热的体温，可现在床是空的，被褥是冰冷的，
我连儿子的体香都闻不到。”妻子的话能把人心
揉碎。

儿子意外身亡

我和妻子的天都坍塌了

◆采访人：小 雅
◆倾诉者：董先生 52岁

采 访 背 景

董先生因独子意外身亡而

成为“失独家庭”，顷刻间，这个

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在整理董

先生的倾诉时，我的心情非常压

抑，他的哀伤绝望与心无所依，

不是我们常人所能体会到的。孩

子是家庭的纽带，然而，当这根

纽带不幸失去后，该如何打理夫

妻间的情感生活，是董先生最为

渴望得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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