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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查詢：2117-5847。

◆李孟進

◆陳淑麗

◆
江
馥
賢

你對你的配偶有沒有做
到以下「四不」：不嫌

棄、不懷疑、不動怒、不執
著。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耆
性資源輔導中心去年秋天，
為東九龍 20 對老夫少妻做
了一項問卷調查及上課輔
導，其中這「四不」就是問
卷題目。當然，即使是老夫
老妻或少夫少妻亦很難完全
做到，更何況這些忘年戀的
夫妻，多數屬於港（香港）
老夫中（中國）少妻的兩地婚
姻，他們平均年齡相差 15
年以上。因此，筆者訪問了
負責這課程的社工曾美娥姑
娘，也讓大家一齊學習一下
夫妻相處之道。

不嫌棄：兩成老夫少
妻嫌棄對方的生活習慣、口
味、說話技巧、教育子女方
式等，例如男方喜歡清淡、
早睡，女方卻嗜辣、晚上又
愛看電視煲劇集、有時女方

直來直往說話方式讓男方受
不了，於是出現吵鬧爭執。

不懷疑：社會加上朋
輩影響，令不少人對內地人
存在偏見，其中六位老夫承
認懷疑少妻的誠信，多數是
金錢，如猜疑對方貪錢騙財
或有外遇等，但他們都是聽
講或靠估，因而妨礙雙方關
係。

不動怒：7 位丈夫及 4
位妻子表示會向對方無理動
怒及發脾氣，事後又不肯認
錯，因覺得好失威及沒有面
子。

不執著：喜歡執起對
方雞毛蒜皮事咬住不放又時
刻重提，令人煩厭。

曾姑娘說：老夫少妻
屬家暴高危族，因此問卷調
查之後，中心已為男女雙方
進行輔導及教育，畢竟夫妻
相處之道是要學習及協調，
若果處理不好，有時更會延
禍下一代，這是大

家都不想見到
的。

由於彼此生活習慣
及文化背景長期不同，需
要更多的耐性和包容，互
相配合和適應。只要不太
過份，中心會鼓勵男女雙
方盡量尊重對方生活方
式，包括吃辣吃清淡、早
睡晚睡、看電視或玩手機
電腦等。

懷疑方面，既然已
經成為夫妻，彼此應該予
以信任不要以猜疑當真，
男方也不要太看重金錢，
夫妻間需要時間和努力才
可充分溝通改善關係，要
真誠地接納對方。

很多人對於做錯了事而
不肯認錯的心態仍然存在。
其實任何一方無理動怒，都
要懂得說「對不起」、識得

「氹」回對方，當覺得自己
情緒激動時，要懂得「冷靜」
下來，例如去洗個臉、落街
行個圈等。建議夫妻間相處

要學識情緒管理和放下自
我，多考慮對方的感受。

曾 姑 娘 建 議 每 對 夫
妻，都要留意自己的行為且
學習信任對方，減少胡思亂
想，以免引來不必要的誤會
及造成難以消除的猜忌。如
果能夠做到這「四不」，雙
方距離自然會拉

近，夫妻及家庭自然和睦興
旺。

如果你們夫妻之間相處
有困擾，不管是老夫老妻或
少夫少妻，都可致電耆性資
源輔導中心熱線查詢及求
助，電話︰2191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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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耆中之三十一

•	夫婦間要互諒互讓，才可和睦相處，相愛到白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