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那小子”，现在“我女婿”
口述 / 何国庆（设计师，32 岁，结婚 6 年）
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和老婆身上都有一个

很明显的标签，我是“凤凰男”，她是“孔

雀女”，这样的结合，在别人看来肯定是

她吃亏我占便宜。我岳父岳母也是这么

认为的，他们从小精心培养的女儿，

嫁给了我这个乡下小子。

所以老婆答应嫁给我时，我

的心情就是那句经典的话：“你

拿一生作赌注，我怎么舍得让你

输。”婚后我努力挣钱，对老婆

也非常好，她要辞职就辞职，要

上班我就请保姆，平时也是省着

自己让她和女儿想买啥就买啥。

但多年的努力也没有彻底改

变我在岳父岳母心中的形象，他

们还是叫我“那小子”。直到近一

年来，他们对我的态度突然改变，

原因就是，我给他们在乡下建了房子。

一开始建房时，岳父岳母还说，花

几十万在农村建房子值吗？他们认为农村

房子不值钱又难升值。但现在，他们的口

径是这样：“我女婿给我们两老在乡下建了个

养老屋，两层楼共六房间，前有院后有池，旁边

还有菜园，这真是我梦想中的养老生活呀！”

没错，这之后他们就称呼我为“我女婿”了。在我爸

妈面前，他们也夸奖：“多亏了你们两老培养了一个好儿子，

不然我们现在哪能来乡下享福。”他们的朋友圈里总发在

乡下生活的照片。岳父岳母说：“现在乡下生活真的舒适，

道路宽了，网络通了，物流也能送到。”就在前不久，他

们还邀请了好几个老同事去乡下玩。

我终于告别了“那乡下小子”的身份，成了“我女婿”。

能去农村养老，谈婚论嫁都容易
口述 / 周康（讲师，27 岁，结婚半年）
和老婆谈了三年多恋爱，要结婚的时候，虽然岳父岳

母对我很客气，但我能感知，他们是不太同意的，因碍于

女儿的面子和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能表现得太强烈。在

别人看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凤凰男”。要“攻克”

他们二老，真的有难度，直到后来，我听说他们想在农

村建房……

“我妈找到了一对在深圳定居的农村夫妇，想花 25万

元租他们的地基盖房子，租10年，10年后房子归那对夫妇，

你觉得划得来吗？”老婆问我。

我觉得划不来，25万元只是租个地，建房子再简单

也得15万元，等于是 40万元住 10 年，还没有产权。没

多久我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心服口服，并让女儿“以

身相许”。

我对老婆说：“咱爸咱妈租什么地啊，我家有大把的地。

如果我结婚分户了，可以在我爸妈房子旁边盖一个楼，我

家还有田地和菜园，咱爸咱妈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听我

这么一说，老婆也觉得是个好点子。因为我老家到长沙不

止有高铁，就算是开车也只要三个半小时。老婆跟她爸妈

说了这个事后，两老终于提出两家一起商量婚事。本来是

应该我父母来提亲，但岳父岳母提议他们去我老家。这

一去，就把岳父岳母彻底说服了。

现在，我和老婆结婚了，一起出首付在城里买了房，

都没啃老。然后，乡下房子开工五个多月，也快建完了。

这房子岳父岳母非要出 20万元，我没办法，只好说当是

我借的。

“以后我就在房前弄个鸡栏，在那里建个花圃，在塘

里养鱼，还可以去田里种庄稼。”“你想得太美了吧，人家

让你种吗？”“那田荒着也是荒着啊，为什么不能种？再说，

我种我女婿的地，关别人什么事？”……岳父岳母已经憧

憬着将来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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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凤凰男”女婿，乡下养老真舒服

扫一扫，说
说你对下乡
养老的看法

爱上厨房那缕
幸福的烟火

文 / 刘希
结婚时，母亲送我一套青花

瓷碗，嘱咐我说：“过日子，你

得学会和锅盆碗筷打交道。”我

偎在母亲怀里窃笑：“这些我暂

时用不着吧，婆婆会煮饭，再

说我嫁这么近，也就是想天天

能蹭您的饭的。”

做饭，我是一窍不通。我先

生长到 25 岁，更是从未拿过锅

铲。新婚的日子里，柴米油盐

我们根本没沾过，下完班回到

家，和先生驱车 10 分钟的路程，

不是去婆婆家，就是回母亲家，

面对丰盛的美食，大快朵颐，

过着饭来张口的小日子。

直到那天，母亲去了福建姐

姐那，婆婆回了乡下老家，而

先生又一再反感吃外卖，做饭

这事，自然而然落在我的肩上。

购买菜品，置办厨具，于是

想起母亲送我的礼物。在蒙了

尘的橱柜里翻找，才惊觉母亲

送我的那套青花瓷碗分外精致，

韩版的碗形，衬托古朴优雅的

青花，散发着象牙白的光泽，

真的很美。

初次做菜，最难把握的就

是火候和放盐。初炒的那份干

煸四季豆，被我烧成黑似木炭；

而先生最爱的西红柿蛋汤，因

为放了两大勺盐，让他喝完以

后，又喝了两大杯矿泉水。所

幸，先生是个比我更“懒”的人，

懂得容忍和宽容，并且会适时

地称赞，以此来安慰我小小的

自尊，以期我在“煮妇”这条

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经过两个月的实践，我的

厨艺明显进步了很多。母亲回

来那天，为她接风洗尘，我精

心做了八菜一汤，母亲为此赞

不绝口。那是母亲第一次吃到

我亲手做的饭菜。母亲的脸上，

因激动溢满幸福的表情。

自此，我便爱下厨房，甘心

做“煮妇”。每逢节假日，把公

婆和父母接来我们的小家小聚

是最惬意的事。我在厨房里做

菜，先生和家人边看电视边聊

天，一家人其乐融融，很是开心。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享受这样

的亲情时光。看着家人吃得杯

盘狼藉，我的心也满满的尽是

喜悦。

最近，朋友们都说我变漂亮

了，连先生都说，因为爱情的

滋润，我是灰姑娘变成了白雪

公主，他哪知道，我这是被家

庭生活的“汤汤水水”滋润的。

因为有爱充盈于心，

才愈发显得我年轻而

富有神采。

乡下养老成年轻人孝顺新方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艳

“我女婿在乡下给我建了房，专门给我养老的，乡下空气好环
境好，现在生活也方便，不知道多舒服呢！”一位阿姨幸福地在自
己的朋友圈，晒起了自己在农村的晚年生活。

还记得之前一对农村老夫妻广泛征集陌生老人到家里来养老的
新闻吗？随着大家对绿色生活的向往，如今很多人觉得能在农村养
老是健康又舒心的生活方式。可是，如何
能在农村拥有养老机会，却成了很多
城市老人头疼的问题。而最近，在
农村有宅基地的“凤凰男”们，
突然成了很多城市岳父岳母
眼中的“小骄傲”，因为他
们能对岳父岳母大唱：

我给你们最好的孝
敬，就是送您一

套 “乡下房”。

■爱情小说

中国人自古就有“告老还乡”和“归隐田园”的情怀，常

听人说：“等我退休了，我就去乡下建个房子，有花有草有河流。”

前几年还有人吐槽，乡下只能偶尔住一住，因为不方便。不过，

最近几年，乡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看看亲身经历的人怎么说。

28 岁的雷小丽：“现在的农村，路是路桥是桥，乡间小道

还是乡间小道，每家每户都有电动车、摩托车或者小汽车。

说到网络可不要太便宜，就我家，我爸妈办了一个128 的手

机月套餐，两台手机每月1000 分钟通话，流量不限量，享

100M 宽带和 4K 超高清电视。”

时不时回老家一趟的王凡：“我妈找我开通支付宝不成，

就去找我嫂子帮她开通，然后她就成了那一片的网络代购。

东西是送到镇上，然后她骑电摩去拿。我说这多麻烦，她说，

‘你们快递也没送上门，走出去拿也要十来分钟，跟我有什么

区别’。”

空调安装师小李：“我因为要照顾老父亲从广州回了家乡，

找了老本行安装空调的工作，原以为在小县城没什么单的，

结果一个夏天忙都忙不过来。现在农村人也很讲究生活，我

岳父岳母也想来我这边避暑了。”

■围城故事

■读者调查

为什么农村越来越适合养老

■婚姻宝典

“凤凰男”翻身，靠的是房子更是孝心
“‘凤凰男’这个词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个不好的标签，因为

少数不好的例子覆盖了一整个群体。其实‘凤凰男’有很多都是

努力上进、脚踏实地和老实忠厚的，不然他们不会吸引到‘门不

当户不对’的城市女孩。但当群体偏见形成时，大家就不会了解

个体的真实样子。”长沙肯都教育机构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孟繁说。在他看来，社会对“凤凰男”的偏见已深，很多

有女儿的父母都不愿他们当自己的女婿，所以，用“翻身”来说

凤凰男社会印象的改变也不为过。

“但是，与其说他们翻身是靠农村的房子和土地，不如说是

靠他们的孝心。在自己的地上给岳父岳母建房养老，不是因为他

们正好有地，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一个机会来向岳父岳母表达

孝心，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这种翻身模式可以效仿，但也要量

力而行，最重要的是一家人真心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