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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母在世时，常听她念叨
一句话，“一花一萼甜如蜜”。少
年夫妻，老来相伴，白首共对夕
阳，自然是一段婚姻最美好的结
局。但人生路漫漫，如果一方先
走一步，另一方又该如何面对余
生？

随着社会的变迁、观念的改
变，越来越多丧偶或者离异的老
年人不再孤独终老，而是重新追
求婚姻的幸福。我们身边，也不
乏老年人再婚后家庭生活美满的
例子。据笔者观察，这些成功牵
手的再婚老人，大多学历较高，
收入稳定，可谓门当户对，而且
双 方 子 女对老人再婚也非常支
持。

但是，也有许多单身老人在
寻找另一半时，选择了只同居、
不领证。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在
法律意义上，他们并非夫妻。这
些老人选择“隐婚”，实在是有着
不得已的苦衷。正如今日版面上
这幅漫画所诠释的，单身老人之
所以对再次走向婚姻犹豫彷徨，

一是担心再婚后双方产生财产纠
纷，二是担心这段婚姻得不到子
女的祝福。

其实，只同居而不登记是下
下策。不婚同居不受法律保护，
其中一方如果不想继续维持关
系，随时可以单方面解除，而无
须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想使自己
的权益得到保障，最好还是选择
登记结婚。

若担心婚后面临财产纠纷，
再婚老人可以在婚前进行财产公
证，即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约定
各自财产的归属。同时，再婚后
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合法处分
个人遗产。此举可以排除老人再
婚的主要障碍和潜在纠纷，老人
和双方的子女也大可放心了。

（王芳）

老年人“隐婚”不可取

“黄昏恋”之路困难重重，难
道就没有有效解决办法了吗？

我国 《婚姻法》 第三十条规
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
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
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
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
终止。”对此，《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也作了明确规定：老年人的
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
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
再婚及婚后的生活。

对于老年人再婚这一话题，
许多受访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子女应该换位思考，要心胸开阔
一些，不应为了自身利益而算计
老年人的财产，而应从老年人晚
年生活的幸福快乐角度，来支持

他们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子女
要尊重老年人的愿望，老年人也
应考虑子女的意见。”受访者表
示，子女应该正确对待长辈的

“黄昏恋”，“黄昏恋”并不是“见
不得人”的事情，要从老人的需
求出发，多一些包容。

“家产”问题往往是老年人再
婚的“拦路虎”，为了避免财产纠
纷，相关法律人士建议，最好对
双方的财产进行一些约定。“财产
公证”无疑能让再婚双方以及各
自子女吃下一颗定心丸。

值得提醒的是，老年人再婚
需要法律的保护，只有履行好结
婚登记手续，才是合法的夫妻。
所以，一定要按照程序办理相关
手续，这样的婚姻才有保障。

老年人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

根 据 《中 华 遗 嘱 库 白 皮 书
（2013-2017）》 对订立遗嘱人中
再婚人数的监测，共有 1584 人，
其中，99%的老人想把房产留给
自己子女，同时也想给再婚配偶
一定的权益，比如房产的居住
权。那么，怎么才能保证儿女继
承到房子，又保证再婚配偶生前
的居住权呢？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
律师表示，按照目前的 《继承
法》 第二十一条：遗嘱继承或者
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
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
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
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

前不久，《民法典各分编(草
案)》 提出的对居住权的规定，有
望解决部分再婚家庭的房产纠纷
难题。《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规
定，可以通过立遗嘱设立居住
权。“这就意味着，房产在当事人
去世后，可以由其指定的人居
住，但居住权不能转让、继承。
也就是说，居住人在世的时候可
以居住，但在居住人去世后，房
产的归属仍然由产权人控制。”陈
凯说。

（胡青青 整理）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规定：

可以通过立遗嘱设立居住权

金雅男 制图

单身老年人虽有强烈的再婚欲望，却不敢踏出领证这一步。当下，老年人选择“隐婚”，
也就是“伴而不婚”的群体正日益庞大——

老年人再婚为何陷困境？

通讯员 胡青青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丁安 绘

当今社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老年人再婚率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在现实
生活中，老年人“黄昏恋”仍然是颇具争议的话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黄昏恋”面临着
来自子女和社会各方面的重重压力，单身老年人再婚，需要极大的勇气。

“少年夫妻老来伴”，对于许多
独居的单身老人来说，再次寻找生
活中的另一半，似乎是一个不可避
免的问题。与年轻人的婚恋观有所
不同，采访中，大部分单身老人表
示“黄昏恋”重点不在于“恋”，
而是想在自己的晚年生活中有一个
伴，互相照料，排解孤单。

老年人再婚率高不高？在江北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翻
阅了婚姻登记记录后告诉记者，最
近几年，60 岁以上老人来登记结
婚的只有一两对。如果从领证情况
来说，老年人再婚率是极低的。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
80%的丧偶老人有再婚愿望，其中
进行婚姻登记的不足一成，他们中
的一部分人选择“隐婚”——不登
记，却像夫妻一样生活。

单身老年人虽有强烈的再婚欲
望，却不敢踏出领证这一步。当
下，老年人选择“隐婚”，也就是

“伴而不婚”的群体正日益庞大。
家住慈城的刘师傅和叶阿姨每

天遛弯、买菜、看电视甚至吃住都
在一起，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幸福

的“老两口”，实际上他们并没有
领证。在双方子女眼中，他们也不
过是相互陪伴的“大爷”和“大
妈”。

“我老家河南的，小叶也是河
南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觉得找
到亲人了，听口音都觉得很亲切，
各方面习惯差不多，两人能互相照
顾。”说起这段“黄昏恋”，刘师傅总
是一脸幸福。单身了 6年，能在晚年
找到一个合得来的老伴一起生活，
也算是人生的再次“重启”了。

年老有“伴”，被视为晚年幸
福的基础，在宁波，老人“隐婚”
并非个别现象。对于这种生活方
式，社会上有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
——“搭伙”。“之前也想过领证，
但再想想，我今年 68 岁了，小叶
也 62 岁 了 ， 到 了 这 个 年 纪 再 结
婚，怕是子女不同意。现在我俩一
起生活一年多了，以后就这么凑合
着过吧。”刘师傅说道。

“最美不过夕阳红”，然而对于
大多数丧偶、离异老人而言，再次
步入婚姻，往往需要直面观念的冲
突、子女的阻挠和舆论的压力。

“伴而不婚”群体日益庞大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婚姻
登记处几个月不见一对再婚老夫
妇，那么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再婚
又有哪些阻力呢？

家住孔浦街道一处老小区的张
大爷今年 74 岁，10 多年前，老伴因
病去世。“我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住
在鄞州区，今年刚做了外婆；第二个
是儿子，在杭州工作；还有一个小儿
子在上海安了家。”张大爷退休前是
某国企员工，退休之后独自一人居
住在一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虽然每月有退休工资，子女们
在物质上也没有亏待自己，但是
10 多年的单身生活让张大爷倍感
孤寂：“我不愁吃喝，子女有空也会
来探望，但是一个人生活总有些不
便，确实也想找个老伴。”

张大爷告诉记者，前两年自己
有过找老伴的想法，许多朋友也帮
忙物色过。“之前有邻居给我介绍过
两次，一个是宁波本地人，对方有一
个儿子，我跟女方倒也挺聊得来，两
个人都爱练书法，但是对方儿子坚
决不同意，后来只能作罢。还介绍过
一个年纪比我小 9 岁的，是个农村

妇女，那一次是我的孩子们不同
意。”说起找老伴的话题，张大爷直
摇头，“不找了不找了，我们老年人
想再婚，比年轻人压力大多了。”

当记者问及，第二次找老伴，子
女为何不同意时，张大爷解释说，自
己的三个子女虽不反对他找老伴，
但也有所顾虑。“他们怕我被骗，希
望我最好找一个条件相仿的。比我
小很多的，怕是冲着财产来的。如果
我以后不在了，房子还能值点钱，工
资卡里也有一些存款，说到底还是
因为钱的问题。”谈及此，张大爷直
叹气。

在采访中，不少人坦言：老年
人再婚，子女干涉是最大的阻碍。

“现在很多子女把利益看得很重，
如果老人有一些财产的，矛盾就更
加突出了。”庄桥街道某社区工作
人员彭大姐告诉记者，自己遇到过
很多单身老人的“黄昏恋”问题，
独居的单身老人在生活上确实需要
一个老伴互相照顾，但是子女顾虑
重重，甚至坚决反对。“一些老人
虽然没有多少财产，但是子女依旧
阻挠，原因就在于子女思想观念陈

子女干涉成老年人再婚最大阻力

旧，认为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这么
大年纪了还要再婚，传出去影响
不好。”彭大姐说。

除了子女干涉，生活习惯的
差异也影响着老年人的再婚率。
彭大姐告诉记者，社区里有一面
微心愿墙，有一次，她在墙上看
到一条留言“给我妈找个老伴
吧”，当即联系了留言的女士，并

开始为这位女士的单身母亲寻找
老伴。“后来我帮她妈妈介绍了一
个，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原因是
老太太觉得男方原籍是江西的，
平日里爱吃辣，做菜都喜欢放辣
椒，而她自己来自台州，口味比
较清淡。到了这个年纪，谁都没
办法改变饮食习惯，两人也就难
以生活在一起了。”

“我的妈妈和我现在的爸爸是
在 6 年前再婚的，是领过证办过
酒席的，现在家庭关系很融洽，
并没有什么矛盾。”一位姓李的女
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李女士的母
亲应老太今年 70 岁，6 年前在老
年大学结识了如今的老伴费大
爷，在相识半年之后两人领证结
婚。

“我母亲再婚之前与我住在一
起，没有自己的个人房产。现在
的爸爸当时是独自居住，他也有
一个女儿，但已经嫁人了，爸爸
住的房子是以前单位分配的，并
不是自己的私有房产。他们两人
都有退休工资，但没有家产，双
方子女对他们的结合没有意见。
现在他们两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
应，非常幸福。”

无家产，让老年人领证少了
一些烦忧。但“不领证就不会有
财产纠纷”的想法，仍在老年人
再婚“群体”中占主导地位。

“如果领了证就麻烦了，财产

继承就有很大问题了。”在记者采
访的几个老年人再婚案例中，也
有闪婚闪离的现象存在。接受采
访的十余位子女表示，父 （母）
再婚领证，最怕的是家产给了

“外人”。一位徐先生向记者坦
言，自己的父亲曾经有过一段短
暂的再婚史，之所以“闪离”，说
起来还是因为一个字：钱。

“当初我对父亲再婚是不反对
的，心想着父亲有个人做伴也
好。但大概领证 9 个月之后，我
父亲名下的一套老房子纳入了拆
迁范围，当时女方的意思是拆迁
赔偿款一部分留给她自己的儿
子。我认为并不合理，这套房子
是我父亲一辈子的积蓄，不可能
落入外人手里。”多次争执之后，
两位老人最终决定离婚。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多位老人
中，绝大多数表示会对“再婚”
的另一半保持戒备。所有接受采
访的老人表示，如果要领证，财
产问题会和子女协商解决。

无家产的单身老年人更易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