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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B2_E5_8D_8E_E4_c107_210118.htm 有一天，我收听悉

尼华人电台国语台的“直话直说”节目。主持人通过电话与

听众对话，并现场直播。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在电话中讲述了

她家中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她一鸣惊人：“我请警察把我婆

婆赶走了！”用中国大陆人的通俗讲法，叫“扫地出门”。 

记得当时，讲话的女士心直口快，并坦然无惧，我听了却是

目瞪口呆，就连反应灵敏，口齿伶俐的主持人也僵住了，一

时不知该如何接话茬了。 停了好长一会，这位女士开始侃侃

而谈，讲述了她的委曲，以及如何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原

来，是婆媳关系不好，但年轻夫妻十分恩爱和睦。这位婆婆

因为自己不喜欢这儿媳妇，就动员儿子离婚再娶。老太太说

干就干，立即着手给儿子介绍新女朋友，并且百般逼迫儿子

与新女友见面。可怜的儿子不敢惹怒母亲，违心地去相亲了

，回家后，又良心不安，主动向太太坦白交代，结果是猪八

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然，儿媳妇震怒之下，不能容忍与

要拆散其家庭的婆婆在一起生活了，所谓“不共戴天”。于

是，发生了上述“扫地出门”事件。 虽然，我自己是60多岁

的老人，也是以父母团聚为由来澳洲投奔女儿的，平心而论

，且不论婆媳交恶，是否双方都有各自应负的责任，仅就这

件事，我也觉得这婆婆是咎由自取。当然，在澳洲社会她也

不会吃多少苦，可暂住“妇女紧急救援中心”，据说免费吃

住，而后，再去申请公房，或自己租房过日子。不过，她再

也没有机会去干涉儿子媳妇的家庭生活了。 刚听到这件事，



只觉得可笑又可气，仔细一打听，婆媳关系紧张，翁婿不和

者，不是少数。在此，笔者愿以自己在澳洲多年生活的体会

，来与所有做老一辈的人，一起探讨，找出解决困境的办法

，使家庭生活重新充满和睦，让年轻人轻松，让老年人有一

个幸福快乐的晚年。开始，我也走过一段弯路，自己深感很

辛苦，很操心，但仍不被女儿理解，当然女婿也不高兴。好

在，我与老伴能认真自我反省，以局外人身份，重新评价家

中各人角色，从而找出问题的症结，并想办法解决。所谓“

快刹车，急转弯”，进入正确航线。 我认为身为公婆或岳父

母者，在澳洲生活，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不要争当家长 当

年子女来澳留学前，有的是学生，有的刚刚参加工作，我们

一直把他们当成孩子，自己则是理所当然的家长。但是，今

天到了澳大利亚，咱们这家长该让贤了，该主动下岗了。理

由有三：其一，生活来源要靠年轻一代了。咱们领到的那点

津贴，仅够自己吃饭穿衣。买房，买车，抚养第三代全得靠

子女；其二，我们语言不通，，又没有工作。支撑门户，出

门办事，社交应酬得全靠儿女；其三，澳洲主流社会年轻人

经济一旦独立，就自立门户当一家之主了。再说了，咱不当

家长，少操心，当个配角多自在。就是不当家长，子女不是

照旧要叫咱们爸爸妈妈嘛！上面那位婆婆就是没摆正自己的

位置，先侵权，而后又越位，致使矛盾加剧，而落此下场。 

二、多作贡献，少添麻烦 子女们安居乐业，有房有车，工作

稳定，第三代纷纷进了学校，这正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们大

展身手之时，能帮孩子们干许多事情。例如，接送孙儿们上

学，做早晚餐，洗洗衣服，打扫卫生，外出买买菜，去邮局

交交电，水，电话费等等。 做以上这些事，要克服两个障碍



。其一是放下架子，别老想着我在国内是高工，教授，主任

，医师，或当过什么长，什么官┄┄，实际上今天咱们只是

一个又无工作，语言又不甚通的普通老头老太太，过去的荣

耀早已不存在了。咱们干任何活，不是为别人干，而是为咱

们亲爱的儿子女儿干，从爱心出发，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二

，是要真正地，而不是只在口头上把媳妇当成女儿，把女婿

当成儿子。我每天早上第一件工作是为女儿全家洗衣服。当

拿起女婿的内衣裤，脏袜子时，我当成是自己儿子的（实际

上女婿俗称半个儿），心情很平静，那里能有什么怨气和委

屈呢！ 我见到一些老人，不敢独自出门，不敢坐火车汽车，

不敢与邻居交往，不敢去商店买东西，不敢┄┄，总之，把

自己变成了子女的一个特殊照顾对象，一个负担，象个“老

小孩”，整天窝在家里。其实，澳大利亚人是十分友好的，

很乐意帮助别人，尽可不必害怕。出门带好地图，不会说，

还不会比划么？总之，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全会了。我

曾见一位从上海来探亲的老头，一句英语不会，带了一张地

图，不用子女陪同，一个人每天出门，几乎游遍了悉尼全部

的风景名胜，一脸的信心十足，满面得意的样子，让人佩服

。 三、体谅子女，理解子女 咱们子女来澳洲学习，工作，定

居，俗称洋插队，也似闯江湖，打天下，承受了巨大的心理

压力和生活压力。今天的安居乐业，来之不易。本人曾在机

场看到一些年轻人实在吃不下苦，而放弃了努力，打道回国

去了。所以，咱们留下来的孩子全是好样的，是英雄，作父

母的只有为他们感到自豪的道理。咱们千万别拿子女今天的

职业与国内时相比，也千万别拿自己子女的工作，收入与别

人去比。中国有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知足常乐才



对。 四、尽量分开，独立生活 如是父母双亲一起赴澳者，本

人建议尽量与子女分开，独立生活。好处有二：其一可减少

许多烦恼和矛盾，古人亦云：“亲戚远来的香”；二是可减

轻子女的压力和负担。我们老俩口开始时也和女儿女婿住在

一起，是很热闹，但我仔细观察，最累的是我心爱的女儿。

每天辛苦打工归来，先要孝敬父母，敬茶，送上水果点心，

问寒问暖，回头又要与一天未见面的孩子亲热一番，同时又

不能冷落了也是一天未见面的丈夫，总要给些温情。一个人

要周旋于三方五个人，处理得要大家满意，还要平衡三方感

情：父母的怨言要虚心听，丈夫的牢骚要容忍地听，孩子的

淘气也要耐心对付。为了一家的和睦，女儿只好努力委曲自

己，压抑自己，好象船上的风帆，四面来风，皆要承受。谁

都可以发牢骚，谁都可以发脾气，惟独女儿不能，永远要装

出一副快快乐乐的样子。 后来，我们老俩口主动要求独立生

活，从此以后，女儿的心情开朗放松了许多，再也不用谨小

慎微了，有时丈夫“犯混”，还可以爽爽快快地痛骂他几句

，真是活得潇洒自在。 父母与子女分居，为父母者千万别自

以为被遗弃似的，而应认为是主动追求“新生活”，我戏称

为“重度老年蜜月”。老年人的二人世界，自有其温馨浪漫

的情调。记得悉尼著名女作家千波女士在“东华时报”写过

一篇文章，说到她与老父不住在一起，“不远也不近，既能

互相照应，又有一个安全距离”。实在说得妙极了，精辟之

极。据熟悉人士讲，千波对其父十分孝顺，其父对千波也疼

爱万分，正所谓“父慈女孝”也。为儿女者，当如千波一样

处理家事聪明果断，为父母者，也当如千波之父一样对待家

事通情达理。 笔者唠叨许多，未必对同龄人有多少帮助，正



如俗话说的：一家有一个老天爷，一家有一本难的经。不过

，只要一家人都有爱心，就会找到和睦相处，幸福生活之道

。作者 陈锡早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

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有一天，我收听悉

尼华人电台国语台的“直话直说”节目。主持人通过电话与

听众对话，并现场直播。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在电话中讲述了

她家中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她一鸣惊人：“我请警察把我婆

婆赶走了！”用中国大陆人的通俗讲法，叫“扫地出门”。 

记得当时，讲话的女士心直口快，并坦然无惧，我听了却是

目瞪口呆，就连反应灵敏，口齿伶俐的主持人也僵住了，一

时不知该如何接话茬了。 停了好长一会，这位女士开始侃侃

而谈，讲述了她的委曲，以及如何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原

来，是婆媳关系不好，但年轻夫妻十分恩爱和睦。这位婆婆

因为自己不喜欢这儿媳妇，就动员儿子离婚再娶。老太太说

干就干，立即着手给儿子介绍新女朋友，并且百般逼迫儿子

与新女友见面。可怜的儿子不敢惹怒母亲，违心地去相亲了

，回家后，又良心不安，主动向太太坦白交代，结果是猪八

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然，儿媳妇震怒之下，不能容忍与

要拆散其家庭的婆婆在一起生活了，所谓“不共戴天”。于

是，发生了上述“扫地出门”事件。 虽然，我自己是60多岁

的老人，也是以父母团聚为由来澳洲投奔女儿的，平心而论

，且不论婆媳交恶，是否双方都有各自应负的责任，仅就这

件事，我也觉得这婆婆是咎由自取。当然，在澳洲社会她也

不会吃多少苦，可暂住“妇女紧急救援中心”，据说免费吃

住，而后，再去申请公房，或自己租房过日子。不过，她再

也没有机会去干涉儿子媳妇的家庭生活了。 刚听到这件事，



只觉得可笑又可气，仔细一打听，婆媳关系紧张，翁婿不和

者，不是少数。在此，笔者愿以自己在澳洲多年生活的体会

，来与所有做老一辈的人，一起探讨，找出解决困境的办法

，使家庭生活重新充满和睦，让年轻人轻松，让老年人有一

个幸福快乐的晚年。开始，我也走过一段弯路，自己深感很

辛苦，很操心，但仍不被女儿理解，当然女婿也不高兴。好

在，我与老伴能认真自我反省，以局外人身份，重新评价家

中各人角色，从而找出问题的症结，并想办法解决。所谓“

快刹车，急转弯”，进入正确航线。 我认为身为公婆或岳父

母者，在澳洲生活，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不要争当家长 当

年子女来澳留学前，有的是学生，有的刚刚参加工作，我们

一直把他们当成孩子，自己则是理所当然的家长。但是，今

天到了澳大利亚，咱们这家长该让贤了，该主动下岗了。理

由有三：其一，生活来源要靠年轻一代了。咱们领到的那点

津贴，仅够自己吃饭穿衣。买房，买车，抚养第三代全得靠

子女；其二，我们语言不通，，又没有工作。支撑门户，出

门办事，社交应酬得全靠儿女；其三，澳洲主流社会年轻人

经济一旦独立，就自立门户当一家之主了。再说了，咱不当

家长，少操心，当个配角多自在。就是不当家长，子女不是

照旧要叫咱们爸爸妈妈嘛！上面那位婆婆就是没摆正自己的

位置，先侵权，而后又越位，致使矛盾加剧，而落此下场。 

二、多作贡献，少添麻烦 子女们安居乐业，有房有车，工作

稳定，第三代纷纷进了学校，这正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们大

展身手之时，能帮孩子们干许多事情。例如，接送孙儿们上

学，做早晚餐，洗洗衣服，打扫卫生，外出买买菜，去邮局

交交电，水，电话费等等。 做以上这些事，要克服两个障碍



。其一是放下架子，别老想着我在国内是高工，教授，主任

，医师，或当过什么长，什么官┄┄，实际上今天咱们只是

一个又无工作，语言又不甚通的普通老头老太太，过去的荣

耀早已不存在了。咱们干任何活，不是为别人干，而是为咱

们亲爱的儿子女儿干，从爱心出发，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二

，是要真正地，而不是只在口头上把媳妇当成女儿，把女婿

当成儿子。我每天早上第一件工作是为女儿全家洗衣服。当

拿起女婿的内衣裤，脏袜子时，我当成是自己儿子的（实际

上女婿俗称半个儿），心情很平静，那里能有什么怨气和委

屈呢！ 我见到一些老人，不敢独自出门，不敢坐火车汽车，

不敢与邻居交往，不敢去商店买东西，不敢┄┄，总之，把

自己变成了子女的一个特殊照顾对象，一个负担，象个“老

小孩”，整天窝在家里。其实，澳大利亚人是十分友好的，

很乐意帮助别人，尽可不必害怕。出门带好地图，不会说，

还不会比划么？总之，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全会了。我

曾见一位从上海来探亲的老头，一句英语不会，带了一张地

图，不用子女陪同，一个人每天出门，几乎游遍了悉尼全部

的风景名胜，一脸的信心十足，满面得意的样子，让人佩服

。 三、体谅子女，理解子女 咱们子女来澳洲学习，工作，定

居，俗称洋插队，也似闯江湖，打天下，承受了巨大的心理

压力和生活压力。今天的安居乐业，来之不易。本人曾在机

场看到一些年轻人实在吃不下苦，而放弃了努力，打道回国

去了。所以，咱们留下来的孩子全是好样的，是英雄，作父

母的只有为他们感到自豪的道理。咱们千万别拿子女今天的

职业与国内时相比，也千万别拿自己子女的工作，收入与别

人去比。中国有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知足常乐才



对。 四、尽量分开，独立生活 如是父母双亲一起赴澳者，本

人建议尽量与子女分开，独立生活。好处有二：其一可减少

许多烦恼和矛盾，古人亦云：“亲戚远来的香”；二是可减

轻子女的压力和负担。我们老俩口开始时也和女儿女婿住在

一起，是很热闹，但我仔细观察，最累的是我心爱的女儿。

每天辛苦打工归来，先要孝敬父母，敬茶，送上水果点心，

问寒问暖，回头又要与一天未见面的孩子亲热一番，同时又

不能冷落了也是一天未见面的丈夫，总要给些温情。一个人

要周旋于三方五个人，处理得要大家满意，还要平衡三方感

情：父母的怨言要虚心听，丈夫的牢骚要容忍地听，孩子的

淘气也要耐心对付。为了一家的和睦，女儿只好努力委曲自

己，压抑自己，好象船上的风帆，四面来风，皆要承受。谁

都可以发牢骚，谁都可以发脾气，惟独女儿不能，永远要装

出一副快快乐乐的样子。 后来，我们老俩口主动要求独立生

活，从此以后，女儿的心情开朗放松了许多，再也不用谨小

慎微了，有时丈夫“犯混”，还可以爽爽快快地痛骂他几句

，真是活得潇洒自在。 父母与子女分居，为父母者千万别自

以为被遗弃似的，而应认为是主动追求“新生活”，我戏称

为“重度老年蜜月”。老年人的二人世界，自有其温馨浪漫

的情调。记得悉尼著名女作家千波女士在“东华时报”写过

一篇文章，说到她与老父不住在一起，“不远也不近，既能

互相照应，又有一个安全距离”。实在说得妙极了，精辟之

极。据熟悉人士讲，千波对其父十分孝顺，其父对千波也疼

爱万分，正所谓“父慈女孝”也。为儿女者，当如千波一样

处理家事聪明果断，为父母者，也当如千波之父一样对待家

事通情达理。 笔者唠叨许多，未必对同龄人有多少帮助，正



如俗话说的：一家有一个老天爷，一家有一本难的经。不过

，只要一家人都有爱心，就会找到和睦相处，幸福生活之道

。作者 陈锡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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