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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被越多的人爱着，就
越容易感到幸福。小孩子也不例
外。除了爸妈，最爱他们的就是爷
爷奶奶。我们有多少人是被爷爷
奶奶带大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情
谊深深地植在我们的心中，甚至
影响着我们以后的为人处世的态
度和生活。而在爷爷奶奶眼中，每
个小朋友都是天真可爱的小天
使。爷孙共度的时光，总是闪着快
乐的光芒！
其实隔代亲在现在的社会来

说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当自
己的孩子需要照顾关心的时候，
自己要努力挣钱养家，没有多余
的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孩子。当自
己有时间后，却发现孩子们都长
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了，而孙子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所以老
人们会对孩子特别的宠爱，但经
常也会因为这样和孩子父母之间
产生一些矛盾。爷爷奶奶疼爱孙
子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过分疼爱，
那就不叫疼爱而是叫溺爱，因为
隔代再加上时代不同，带娃的理
念也有差别，所以如果老人对孩
子的疼爱变成溺爱，肯定是不行
的，这也是隔代带娃的弊端。
你身边的隔代亲是怎样的？

你认为隔代带娃是弊大于利还是
利大于弊？一起来说说看。

仲维莉

网上，曾有一组展现奶奶和孙子温馨
互动的照片。“奶奶，我好像长丑了”，“你小
时候也这样。”“奶，你给我改个潮牌棉裤
呗”，“还要背带不?”……这组照片，戳中了
无数网友的泪点。
“隔代亲”实际是一种隔代抚育的社会
现象。一般集中发生学龄前和小学阶段，这
个阶段，孩子年幼需要大人照顾和上下学
接送，祖辈代替父母承担起了抚育孩子的
部分和全部功能。在“隔代亲”中，孩子们完
成了人生的最初一步。我国隔代抚养率世
界最高，在我国城市化最早、城市化率最高
的上海，绝大多数孩子由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带大，老年人已成为“带娃主力军”。
“隔代亲”的表现，祖辈往往习惯于“重
养轻教”，以抚养代替抚育，以亲情代替教
育，导致孩子形成两种极端性格。或骄横任
性成“”小霸王”，或胆小怯懦成“小绵羊”。
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通过大量调研发现，
在我国70%的“隔代抚养”都不成功，他也
主要是从这些方面来说的。但隔代抚养的
好处也是显见的，比如，老年人在带孩子方
面经验丰富，可以照顾得更好；祖辈对孙辈
更有耐心更周到，给予无私关爱。从促进儿
童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上说，“隔代亲”应
该既要抚养，更要教育。
“隔代亲”的理性做法，关键是要把隔
代亲情与隔代教育有机紧密地结合起来，

不能只有亲情的关爱而缺失应有的教育，
浓浓的亲情绝不能逾越和代替必要的教
育。而且要认识到，随着时代演进，过往祖
辈抚养和教育子辈的理念、方式和内容，并
不一定合适当下隔代抚育遇到的新情况新
问题。因此，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时代，老
人不仅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学习抚育知识技
能，也需要与孩子父母经常、平等地交流探
讨育儿问题，共同做好家庭抚养和家庭教
育这门“必修课”。
还需要注意到两种具体“隔代亲”情

况，一是父母在孩子身边的参与式隔代抚
育，二是父母不在孩子身边独立式的隔代
抚育。显然，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是后者。
对于后者，则需要孩子父母创造条件和时
间机会，亲情和教育尽可能多地双双到位。
毕竟，隔代抚育是一种现实倒逼下的客观
选择。父母对孩子的亲情和教育，是祖辈们
替代不了的，也是给不了的。无论工作有多
忙、压力有多大，都不能回避和缺失对孩子
的抚养与教育责任，要努力让隔代抚育和
亲子抚育的阳光共同照进孩子的心间和生
活。此外，对于隔代抚育这种家庭功能的社
会变迁的当代新变，社会公共政策方面应
加以研究关注，并予以实际回应。社区组织
对此也要有所助力和作为。从而，在家庭、
政府和社会的合力之下，让“隔代亲”不断
绽放出时代之美。

隔代亲是天然亲的，不仅是血脉有因，
也是人脉之故。一个是新小孩，一个是老小
孩，俩小孩间，有用不完的时间，有说不完
的闲话，小小孩除了读书，别无他事，老小
孩除了带孙，别无他事，两个童心童德，老
少顽童，自然是惺惺相惜，互为知心。老小
孩需要小小孩慰藉寂寞，小小孩需要老小
孩保护安全，你是我的依靠，我是你的怀抱，
这就是血脉之外，人脉故也。
搁如今，我们顶多是两代同堂了吧，三代
或还有，多半是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接来家
住。四代还同堂的，怕是人间绝唱了。然则，中国
特色之隔代亲蓬勃而生，其中夫婿觅封侯的，不
是问题；问题大了去的是，儿女觅黄金去了。不
论城市还是农村，很多是爸爸妈妈北上广去打
工，父母做了留守老人，儿女做了留守儿童。不
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缺了与父母朝夕相处，有的是与爷奶相依
为命，隔代亲就这样成了当下中国一大人伦现
象。听到过很多伤心故事：爸爸好多年不曾回
家，一日荣归或者穷归故里，孩子相见不相识，
笑问叔从何处来。孩子只认爷不认爹，孩子只
认奶不认妈。隔代亲，您见到的是人伦之乐，我
看到的是时代之哀，至少是时代之无奈。
从亲情言，隔代亲必须亲，连代亲更必须
亲。但问题的重点是教育。父母缺位的教育，
孩子性格养成，是有缺陷的，孩子成长学习，

是有欠缺的。论与时代脱节，爷爷奶奶指定输
与爸爸妈妈，老人家的知识储备跟不上节奏，
指导孩子作业多是“两眼一抹黑”；这个还不
算大事，最麻烦的是，老人护犊子，特别厉害，
比爸妈要厉害很多倍。孩子犯了错，爸妈要惩
罚，便常有老人挺身而出：要打我孙子，先从
我“尸体”上碾过去。我曾经看过一个亲子
节目，那位学者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
教育我孩子时候，任何人都请走开。不准孩
子他妈在场，更不准孩子他奶奶在场。一个
要来点“教育”，一个要拼死“保护”，教育孩
子这事，肯定进行不下去了。
若说爷孙亲是隔代亲，那么母子亲且

叫连代亲。连代亲，是一定要连着的。蛮多
父母外地打工去，情势所逼，难以天天亲；
但有些父母耍心好大，不负责任，图自己轻
松，把教育孩子责任一古脑推给老娘，推给
老头子。爷爷与姥姥，绝然不曾起坏心，要
将孙子与外甥带坏，然则因为爷孙间隔着
知识，隔着时代，隔着最好的教育方式，其
情形多是种瓜得豆，种花得刺：你给他一个
孩子，他还你一个坏蛋。
隔代亲，不是隔膜亲，而是要隔层亲，

隔代亲隔些时间，隔代亲隔些世界，隔代亲
隔些时空，隔代亲隔着来亲，可以兴利除
弊。兴利者，不减其亲，格外亲；除弊者，孩
子成人，成好人。

也没啥规矩，两个人打起球来，还没
裁判。如此行径，玩玩当然可以，要是想
整出点名堂，那就难啦！当下，两代人“混
双”——— 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加爸爸妈
妈——— 来共同管理第三代“宝宝”的成
长，其状便似两个人在没裁判没规矩的
情形下乱打球。很显然，这矛盾，内部是
万难解决的。以典型情形为例，你想呀，
儿子犯错，老子打儿子，儿子求爷爷。爷
爷隔代亲，隔代亲起来，那可是要冲破一
切条条框框的呀。不让自己的儿子打自
己的孙子，自己的儿子没招吧！
怎整？一定得依靠外在的力量。所
以，对“隔代亲”带来的时代新问题，从制
度设计层面上，我提一个建议，这便是：
家长会要给“太上皇”开小灶。
“隔代亲”，一点不夸张，是中国特
色。它体现的是中国老底子的人伦。一个
成语“含饴弄孙”便能足证。可是，在新的
形势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弄”起“孙”
来，那可是“把我一切都献给你”“怎么爱
你都不嫌多”，且，我个人认为，问题冒出
来，已不是一家两家，显然，带有普遍性，
早已上升到社会层面，是时代的社会新
问题。因此，一个小家庭，关起门来，是很
难解决的。利用已有的教育体制（包括社
会上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略加调整开
小灶，不失为一项创举。——— 这，可不是
我凭空想象的呀，为此，我专门做了一项
小调查，得知，有些教育机构已有了针对
性的举措。
“隔代亲”，容易陷入溺爱，加上前辈
的教育理念多半落后，校方或培训机构主
导召开的家长会，当然应该对症下药，慢
慢调理。情况千差万别，我这里也只能说
句“因材施教”了。——— 举一些极端的反
例，当头棒喝，不失为一剂清醒药。由此出
发，再宣讲一些家教的基本原则，管理的
基本要点，沟通的基本技巧，对改善“混
双”无规矩无裁判的局面，应该大有好处。
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戏称之
为“太上皇”。其实，真到了“太上皇”的地
位，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已是可堪怜悯的
人儿了。为此，家长会开小灶的内容，在关
心和满足老人情感需求方面，也应该有所
涉猎。比如，重阳节，学校组织敬老让他们
感受荣耀。再比如，端午节组织他们包粽
子体现老有所为的价值。如此等等，这些
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他们的情
感，同时也能有效调整他们的状态。其效
果便是，当两代人因小孩教育发生冲突
时，缓和的空间和余地就大多了。
当然，家长会开小灶也要专门为爸
爸妈妈开上几次的。不仅让他们对当下
的教育、小孩的现状有更好的把握，而
且，在有针对性的学习中，也能更好地理
解长辈，在家庭冲突中也大致知道应该
如何做了。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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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要给“太上皇”开小灶
□三耳秀才

“隔代亲”既要抚养更要教育 □茅亩

隔代亲且隔着亲 □刘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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