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版
2024年1月3日 星期三

责编 张丽菊 E—mail:aqwbzk@126.com夕阳红

随着两人相处的加深，巩大爷曾提议同
居，黄阿姨也曾考虑把主卧室的双人床换成新
的。但就在两人为同居一事忙前忙后时，黄阿
姨的孙女不经意的一句话让她陷入了深思。原
来，黄阿姨从小带大的孙女虽然已经上了高中
并住校，但每到周末，孙女总要回奶奶家住一
晚上。而黄阿姨也很期待并享受周末与儿子全
家团聚的时光。“如果老巩搬过来，周末他就要
再回自己家去住。这样两头跑不是不可以，但
我自己的生活空间就被挤压了。一周5天和老

巩在一起，周末和孩子们在一起，基本上就没
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黄阿姨再三斟
酌，决定“暂停”同居计划。巩大爷听了黄阿
姨的想法，虽觉得遗憾，但也表示尊重。

“我不想改变别人，也不想被改变”。黄阿
姨坦陈，虽然与巩大爷相处得不错，彼此也有
了感情，但在她的心目中，儿子一家，尤其是
孙女才是她情感天平更重的一方。她不能为了
迁就巩大爷，而让自己置于和儿子一家情感疏
离的状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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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大爷欣然接受了黄阿姨的建议后，两人
的相处就停留在“只恋偶聚”的状态中。

而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和感情的深入，巩
大爷自己也越来越认可这种模式。“每个人都有
自己多年来形成的性格、习惯，肯定不尽相
同。生活在一起，难免锅碰勺、勺碰锅。到了
我们这个年纪，可塑性已经很差了，谁也不想
改，都想按照自己的来。只恋偶聚，就是这样
一种方式，恋爱相聚时，彼此多适应多容忍，
各回各家后，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独立的时间和
空间。”当巩大爷自己也悟出了这个相处模式的

优势后，他与黄阿姨的黄昏恋就进入到了“自
由又自如”的状态。

只恋偶聚，说白了，就是拿捏好一个合适
的“度”。

“这个度，也是有弹性的，相处得越来越
好，也可能再进一步加深物理距离；相处得如
果感觉疙疙瘩瘩，也可能止步不前，也可能后
退。这个都要走一步看一步。目前这样挺合
适。”黄阿姨与巩大爷在他们彼此都认可的相处
模式下，这份黄昏恋还在幸福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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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恋偶聚：找寻最适合的黄昏恋模式

““只恋偶聚只恋偶聚”：”：让黄昏恋让黄昏恋““保鲜保鲜””

83岁的巩大爷与75岁的黄阿姨是一对“老相好”。不
过在旁人看来，他们常常一起旅游，一起用餐，一起散步，
宛如一对结婚几十年的老夫妻。但事实上，两人均为丧偶
后才相识相知，进而走到一起成为“黄昏恋人”，只是他们
并没有同居，而是每周聚会两三天，其余时间各过各的。
这样的相处模式，两人称之为“只恋偶聚”。“只有这样，这
份感情或许才能长久下去。”黄阿姨微笑着对记者说。

巩大爷与黄阿姨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
的。两人性格相似，都属于谨慎慢热型。相识
之初，二人先是通过电话、微信了解彼此的硬
件，譬如是哪里人、家里情况、子女情况、工
作情况、兴趣爱好、健康状况、经济收入等，
在大方向上互相认可之后，才彼此交换照片、
偶尔视频聊天。当线上了解到一定程度后，两

人这才商议寻找合适的机会见面。如此稳妥又
谨慎的相处方式，使得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
是“认认真真”的。

“之所以不急于见面，是因为那些见不着的
东西如果瞧不上的话，那就没有见面的必要
了。”黄阿姨与巩大爷都是教师出身，两人回顾
起这段恋爱史时，逻辑严密、分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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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登登不到5周岁时，我便试着教他下
象棋。小家伙越下越来劲，赢了，手舞足蹈，输
了，眼泪汪汪，缠住我决战到底。他哪晓得这是
我有意把控的棋局——故意“一不留神”让他吃
掉我一只马或一只车，最后宣告败北；接下来的
一局我就步步紧逼，连吃带将，把他打个落花流
水。每次祖孙对弈，三局二胜或五局三胜，我往
往让他赢二负一或赢三负二，有时也让他负二
赢一或负三赢二，这样，有利于持续提高其下棋
的积极性，也可让他在胜利面前戒骄戒躁，在挫
折面前锤炼坚忍的意志。实践证明，我的这种

“方针政策”十分有效，譬如有时我主动提出让
他一车或一马，他从不同意，总是信心满满；有
时我故意连赢他几局，他也从不气馁，说不准第
二天就提出要与我决一雌雄。

孩子6岁那年，他父亲把他送去国际象棋
培训机构面试，老师提了几个问题让他回答后，
认为“孺子可教”。小家伙十级起步，差不多一
年两次的升级考，最后都是过关斩将，成功晋
级。没过多久，我与外孙对弈的态势就发生了
变化——先是不能轻松把控输赢，接着是不敢
掉以轻心，再下来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尤其是
步入古稀之后，有时候一不小心，就被他杀得人
仰马翻。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外孙因为经
常能打败我而信心倍增，心气越来越高，每每家
里来人，只要是男性，无论少年老人，都会取出
象棋来：“某某（称呼），不来一盘么？”赢了，兴高
采烈；输了，揪牢不放，非要再下一盘。我知道
这样的历练对他相当有益，所以一贯持支持态
度，当然支持的另一个目的，自然是想多听听外
人如何夸我外孙，心里那个甜呀！

一晃，外孙11岁了，已是国象一级棋士，正
在向后补大师发起冲击，中国象棋的水平自然
也是与时俱进，今非昔比。不过，他放学回家做
一会儿作业后，时常会气度非凡地对我说：“大
大，杀一盘？”我甘拜下风：“不敢不敢，大大下不
过你了。”“哪里哪里，再怎么样你还是我的老师
嘛，你就陪我放松放松嘛大大！”他这样一说，我
只得硬着头皮上，可是对方已是名副其实的棋
士，我则充其量不过是个会下棋的无名小卒，且
垂垂老矣，所以越“杀”越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可
又不愿轻易认输，就经常要悔棋。外孙已身经
百战，而且胸有成竹，颇有大将风度，不仅网开
一面，允许我重走，有时还主动将我走的臭棋捡
起放回我手中，提示我别着急，想好了再走。当
然，尽管外孙如此照顾，我还是输多赢少，但输
得心服口服——哦不，输得心花怒放！

与外孙对弈几年，每每回想起其中的一些
细节，觉得很有趣，也有点好笑，当然更多的是
欣慰和幸福。 来源：松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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