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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亲子关系与抑郁症状

———对保定市老年父母的研究

鄢盛明
*

摘 要 1949 年以来中国传统的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

变化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为关注，但较少有学者对这一关系的

变化可能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运用保

定市老龄化与代际关系研究的经验资料，对老年父母与子女关

系的不同方面及其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

研究。研究发现，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和老年父母

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关联，其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

系对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影响最大，其次是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情感支持。子女的特征及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以及两代人

之间的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相

对较小。研究结果提示老年工作者在服务老年人时要特别关注

他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要通过发展相关项目来消除代与代之

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代与代之间的情感支持，增进代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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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好地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老年父母 亲子关系 心理健康 抑郁症状

在大多数社会里，父母和他们的后代之间都会形成至关重要的社

会关系 ( Uhlenberg，1996 )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族主义和孝文化

的盛行，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 在下文中有时简称亲子关系)

对于老年父母来说尤为重要。建基于家族主义和孝文化之上的亲子关

系，无论是在保障父母晚年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心理健康方面都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些传统观念如 “养儿防老” “多子多福”其实

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 Chen，1996; Yang，1959) 。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急剧的社会人口学变迁，家族主义和孝文化所赖以

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 ( 陈功，2000; Chen ＆ Silver-

stein，2000; Davis-Friedmann，1991; 沙吉才，1995 ) 。无疑，这一变

化将会对传统的亲子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 Leung，1996; Mancini ＆

Blieszner，1989) ，反过来，变化中的亲子关系又会对老年父母的心理

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 ( Vandewater ＆ Antonucci，1998) 。

迄今为止，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

迁中的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进行研究 ( Whyte，1984; Davis-Fried-

mann，1991; Chen ＆ Silverstein，2000; 田晓红，1996; 边 馥 琴、约

翰·罗根，2001; 郭康健、刘锡霖，1997; 王树新、马金，2002; 熊

跃根，1998; 徐安琪，2001; 赵芳，2000; 郅玉玲，1999) ，但非常遗

憾的是，只有很少的研究关注了变迁中的亲子关系对老年父母心理健

康的影响 ( Chen ＆ Silverstein，2000)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保定

市代际关系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对老年父母的亲子关系与其心理健

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中抛砖

引玉。

一 相关研究回顾

( 一) 关于子女特征和亲子联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从理论 上 讲，子 女 的 特 征 对 父 母 的 心 理 健 康 会 有 直 接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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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ert，2001) ，因为每个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可能都不一样 ( 徐勤，

1996; 鄢盛明等，2001) 。以性别为例，通常女儿与父母的关系比儿子

要更为亲近 ( Jerrome，1993 ) ，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被称为父母的 “贴

心小棉袄”。另外，在对老年父母的支持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

更可能为父母提供帮助 ( Lee et al. ，1994; 徐勤，1996; 鄢盛明等，

2001) 。因此，研究者们认为子女的特征对父母有影响。

经验研究表明，结果确实如此。孩子的问题 ( 如精神或躯体健康

问题、酒精或药物相关问题、压力问题) 对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直接的

影响 ( Pillemer ＆ Suitor，1991; Shek ＆ Tsang，1993) 。孩子有问题的

父母比孩子没有问题的父母更可能抑郁 ( Connidis，2001) 。但是，在

北京进行的一个研究表明，老年父母子女的性别构成以及他们拥有子

女的数量等与其心理健康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 ( Chen ＆ Silverstein，

2000) 。在另外一个研究中，Hurh 和 Kim ( 1990) 也没有发现子女数

量和父母精神健康状况相关 ( 参见 Lee et al. ，1996) 。

关于子女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关系，以

往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与子女合住有利于老年父母

的心理健康。例如对北京老年父母的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能够提升

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 ( morale) ( Chen ＆ Silverstein，2000) 。在沙特阿

拉伯，人们发现，与家庭成员包括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较

小 ( Al-Shammari ＆ Al-Subaie，1999) 。但是有研究者提出，与子女同

住除有上面的好处外，也会在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造成某种紧张

( White ＆ Ｒogers，1997)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和父母的心

理健康之间没有关系 ( Moon and Pearl，1991) 。

关于与子女面对面的接触，研究表明其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相

关。一方面，以一定频率联系的子女数量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相关。

研究发现 ( Oxman et al. ，1992; Lee et al. ，1996) ，老年人的抑郁得分

与每周见一次面的子女数量显著相关，而与每月所见的密友数量并不相

关。另一方面，与子女联系的不同频率也与老年父母的抑郁有关。Lee

等 ( 1996) 发现，和与子女差不多每天都联系的情形相比，与子女差不

多每周联系的情形同老年父母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的得分呈负相关。但

是，在控制了文化调适 ( acculturation) 、生活压力、网络规模的效应之

后，和与子女差不多每天都联系的情形相比，与子女联系频率为每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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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或更少的情形同父母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得分则呈显著正相关。

( 二) 关于亲子之间的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1. 接受子女的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结果目前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发现，接受子

女支持的父母比没有接受子女支持的父母抑郁程度更高 ( Dunham，

1995) 。也就是说，接受子女的支持不利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也

有研究表明，接受来自子女的支持有助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根据

对北京市老年人的研究，除身体照料以外，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与情

感支持能够提升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 ( Chen ＆ Silverstein，2000 ) 。此

外，还有研究发现，接受来自子女的支持与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没有

任何关系 ( Lee ＆ Ellithorpe，1982) 。

在接受子女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还有一种特

别的情况，就是接受子女支持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随着支持量的改变

而变化。例如在一个研究中，Pruchno 等 ( 1997 ) 发现，对于无配偶

的父母来说，接受子女的支持起初有利于父母的心理健康，但是随着

子女的支持从中等程度向更高程度发展，子女的照护反而降低了父母

的心理健康水平。

2. 为子女提供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也并不完全一致。Dunkle ( 1983 ) 发现，

与主要照护者同住的老年人对于家庭的贡献与其抑郁水平呈负相关。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帮助对于其心理健康的积

极作用取决于他们提供了什么类型的帮助。这一研究表明，为子女提

供个人照护可以提升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但为子女提供经济帮助则

对他们提升精神面貌没有作用 ( Chen ＆ Silverstein，2000 ) 。此外，还

有研究发现，为子女提供帮助与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之间并不存在正

向的相关关系 ( Lee ＆ Ellithorpe，1982) 。

( 三) 关于亲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理论上，和子女之间的冲突会潜在地影响到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

这一情况是通过影响老年父母的自我感，或是影响他们对自己作为父

母效能的信念来影响心理健康的。尽管老年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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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冲突非常罕见，但冲突一旦发生，就会影响

父母的心理健康，甚至增加老年父母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 Dunham，

1995; Pillemer ＆ Suitor，1991) 。

有限的几个经验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确实会影

响到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例如 Umberson ( 1992) 发现，和成年子女

之间关系紧张的父母心理健康水平较低。Shek ( 1997 ) 也发现负面的

亲子关系与香港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亲子

关系不好，则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好。

在有关负面的亲子关系对于父母的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对效应方面，

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例如，在 Umberson ( 1989 ) 和 Shek ( 1997 ) 的

研究中，与正面的亲子关系相比，负面的亲子关系对于父母心理健康

的影响要弱很多。但是在 Umberson ( 1992) 的研究中，负面的亲子关

系对于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要比正面的亲子关系强得多。

( 四) 对于以往研究的简要评述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有关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

系的研究仍然非常缺乏。相对而言，有关亲子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老年

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稍多一些，而关于子女特征和亲子联系

以及紧张的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此外，有关亲子关系中的很多具体方面 ( 如具有某些特征的子女情

况、采用不同方式以不同频率联系的子女情况等) 与老年父母心理健

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仍然极为缺乏。尤其是对于亲子关系中不同方

面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然少

有研究。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试图对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是亲子关系的不同方面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二是亲子

关系中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关联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二 研究方法

( 一) 数据资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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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合作研究项目 “保定市老龄化

与代际关系”。该项目在保定市对 50 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及其一个年

满 18 周岁且在调查时居住在保定市的成年子女进行了抽样调查。老年

父母的调查样本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选取，在老年父母被选取

为调查对象之后再从其子女中随机抽取一位符合条件的子女作为调查

对象。无论是老年父母调查问卷还是子女调查问卷均由接受过严格系

统培训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本科生、部分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和

上述三家合作单位的教师与研究人员入户访填。老年父母问卷的访填

平均耗时 90 分钟，成年子女问卷的访填平均耗时 68 分钟。调查最终

得到符合要求的老年父母访填问卷 1002 份，子女问卷 753 份。老年父

母及其子女样本调查的成功率分别为 81%和 67%。

虽然该调查中包含大量有关老年人与子女关系的内容，研究完全

可以从老年父母与被访子女的样本出发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老

年父母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但考虑到当时调查的老年父母都有不止

一个子女，仅考虑老年父母与其中一个子女的关系，而不考虑他们与

其他子女的关系有可能使结果出现巨大的偏差。另外，由于老年父母

的调查问卷中本身就包含与多位子女关系的内容，因此，本研究仅使

用老年人样本进行相关分析。

在成功访问的 1002 位老年父母中，有 3 位在调查进行时没有成活

的子女。因此，最后进入本研究分析的老年父母样本量为 999 人。

( 二) 变量的测量

1. 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

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采用调整后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

(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y-Depression Scale，CES-D，又译作流调

中心抑郁量表) 来测量 ( Ｒadloff，1977)。该量表是一个自评量表，原表

共有 20 个条目，用来测量研究对象在过去一周的抑郁症状。研究对象被

询问在过去的一周在多大的频次上有过量表条目中所列的情绪、感受或行

为，是大多数时候、有时候、偶尔，还是很少有/几乎没有。对于积极的

情绪、感受或行为进行陈述的条目，上述四个频次分别计 1 分、2 分、3

分、4 分，反之，对消极的相关陈述则分别计 4 分、3 分、2 分、1 分。最

后对所得分数进行加总，分数越高，表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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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在国内老人和国外华裔老人中广为使

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鄢盛明，2008 ) 。在保定项目的研究中，

基于试调查的结果，课题组对于量表的条目进行了删减，去掉了一些

测量特性不好的条目，最后保留了 14 个条目，量表总分在 14 ～ 64 分。

统计分析表明，调整后的 14 个条目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克伦巴赫

α系数为 0. 84。

2. 老年父母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负性压力源

( 1) 社会人口学特征

在本研究中，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

状况和教育水平。年龄按实际的岁数来测量，性别、婚姻状况、教育

水平都编码为虚拟变量。其中男性编码为 1，女性为 0; 调查时有配偶

编码为 1，其他为 0; 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编码为 1，其他为 0。①

( 2) 负性压力源

负性压力源包括经济上的紧张状况、压力生活事件和躯体健康状

况。其中经济上的紧张状况通过老年父母对于自己整个家庭经济状况

的满意程度来测量。满意程度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四档，分别赋值 1、2、3、4。老年父母对于自己整个家庭

经济状况越不满意，表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越紧张。压力生活事件包

含早期和近期两类。无论是发生在早期的还是近期的压力生活事件都

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本研究中，早期的压力生活事件

操作化为超过 3 年的生活事件，近期的生活事件操作化为 3 年或 3 年

以内的生活事件，包括是否曾患有严重但不致命的疾病，是否受到过

伤害或人身攻击，是否经历过自然灾害，是否有家庭成员卷入政治斗

争等内容。研究对老年人所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进行计数，数值越大，

表明老年人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为了避免数值分布的偏态，研

究对老年人经历的两类压力生活事件进行了再编码，没有经历任何压

力生活事件编码为 0，经历 1 件压力生活事件编码为 1，经历 2 件压力

生活事件编码为 2，经历 3 件及以上压力生活事件编码为 3。数值越

大，表示老人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遭受的压力也越大。躯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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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在本研究中通过老年人在调查时对于自己确诊或存在的健康问

题的数量来测量。老年父母报告的健康问题数量越多，表明他们的健

康状况越差，所体验到的压力也越大。

3. 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

( 1) 老年父母现有子女的特征及其与现有子女的联系

这方面所需测量的内容包括老年父母在调查时子女的数量、构成、

空间距离的远近以及与子女的联系等。其中，子女的数量指的是成活

子女的数量，包括和老年父母有生物学关系和非生物学关系的孩子数。

子女的构成指的是性别、婚姻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的构成。

性别的构成包括儿子的数量、女儿的数量以及老年父母有不同性别孩

子的情况 ( 即只有儿子、只有女儿、儿女双全三类) 三个变量。婚姻

状况的构成包括已婚孩子的数量、未婚孩子的数量两个变量。社会经

济地位的构成包括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的数量一个变量。较高

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子女所从事的特定工作来大致代表的，这些工作

包括教师、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医生、干部、军官等。子女空

间距离的远近通过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居住安排以及子女的住处来测量。

如果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与老年父母同住的子女越多，住在城区的

子女越多，则老年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越近，反之则越远。与子女

的联系通过老年父母每周与子女见面和通过其他方式联系的情况来测

量。与老年父母每周见面的子女数越多，通过电话或写信等方式联系

的子女数越多，则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越密切。

( 2) 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支持

这方面所需测量的内容包括老年父母接受子女支持的状况、对子

女支持的评价以及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支持。

老年父母接受子女支持的状况包括四个方面，即老年父母在调查

时是否接受子女提供的身体照料、做家务等日常生活活动、钱和实物

等方面的支持。如果是的话，需列出提供照料的孩子是谁。上述四个

问题分别被创建为两个合成变量，即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的子

女数以及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数。提供支持的子女数越多，表明老年

父母得到的支持越大。

在情感支持方面，老年父母被问及如果有了严重的个人问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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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讨论的话，他们会首先对谁讲，并列出这个人是谁。此外，老

年父母也被问到他们愿意对谁讲自己的个人问题，并列出这些人是谁。

将这两个问题合并起来创建了一个合成变量，即为老年父母提供情感

支持的子女数。提供情感支持的子女数越多，意味着老年父母得到的

情感支持越大。

老年父母对于子女支持的评价通过对子女情感支持的评价来测量。

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支持越满意，我们便认为他们在情感方面得

到子女支持的数量和质量越好。

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支持主要通过他们为子女看小孩、做家务以

及给子女钱和实物四个方面来测量。老年父母在看小孩、做家务方面

帮助的子女数越多，在给钱和实物方面帮助的子女数越多，意味着老

年父母在工具性活动和经济方面为子女提供的帮助越多。

在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方面，老年父母被问到子女在日常生

活中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 如婚姻、工作等) 要做决定时，是否会来与他

们讨论并听从他们的建议。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一个四刻度的李克

特量表来使用，其中 0 代表孩子从不这样做，3 代表总是这样做。

( 3) 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

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通过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相

互批评的频率以及老年父母觉得自己与子女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

存在的差异来进行测量。对于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频率的回

答作为一个四刻度的李克特量表来使用，其中 0 代表从不批评，3 代表

经常批评。将双方的分值相加，创建出一个关于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相

互批评的合成变量。合成变量的分值越高，表明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

相互批评越多，负面的互动可能就越多，关系也就越紧张。对于老年父

母觉得与子女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没有什么差异编码为

0，有些差异编码为 1，有很多差异编码为 2。差异越大，负面的互动可

能就越多，关系也就越紧张。

( 三) 数据资料的分析方法

对于数据资料的分析分三步进行，首先分析老年父母和子女关系

的基本情况，其次对两者关系的不同方面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之间的

关系进行双变量分析，最后再进行多变量分析。在进行多变量分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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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双变量分析中具有显著性的变量才纳入最后的模型之中。另外，

在多变量的分析中，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负性压力源均被作

为控制变量来使用，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为自变量来使用。所有

统计分析均使用 SPSS10. 0 进行，显著性水平定为 P ＜ 0. 05。

三 老年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及老年

父母的抑郁症状

( 一) 老年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1. 子女的特征以及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

在调查时超过 2 /3 的父母有三个或以上的孩子，更有大约 16%的父母

有五个或以上的孩子。老年父母的平均子女数是3. 25 个。仅不到1 /3 的父

母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总的来看，在调查时老年父母的子女数较多。

从子女的性别情况来看，15% 的父母只有儿子，约 9% 的父母只

有女儿，其余 76%的父母儿女双全。也就是说，有儿子的父母多于有

女儿的父母。另外，老年父母平均的儿子数量是 1. 64 个，女儿数量是

1. 59 个。显然老年父母平均拥有儿子的数量要多于女儿。

超过 90%的父母至少有一个已婚的子女，约 28% 的父母有超过 4

个已婚的子女，约 59%的父母子女全部已婚。老年父母平均拥有的已

婚子女数为 2. 66 个，由于老年父母的平均子女数约为 3. 25 个，① 这表

明在调查时老年父母的多数孩子已结婚。老年父母已婚儿子和已婚女

儿的分布非常相似。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老年父

母非在婚的子女基本上都是未婚，而不是离婚或丧偶。老年父母未结

婚子女的性别分布并不平衡，总的来看，更多的老年父母有未结婚的

儿子，而只有少数老年父母有未结婚的女儿。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超过一半的老年父母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子

女，超过 10%的父母有 3 个或更多的这类子女。平均来看，老年父母有

0. 92 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但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性别构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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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其中儿子的数量略多于女儿。

在居住方面，约 36%的父母不与子女同住 ( 自己单独居住或与其

他人同住) ，其余的都至少与一个子女同住。其中与一个子女同住的

老年父母约为 46%，与两个子女同住的约为 16%，与三个或以上子女

同住的约为 3%。从同住子女的性别构成来看，有更多的老年父母与

儿子而不是与女儿同住，只与儿子同住和只与女儿同住两者比例分别

为 40%和 15%。另外，从空间距离来看，老年父母绝大多数的子女生

活在城区，只有少数住在城区以外。约 71. 7% 的老年父母有不与其同

住的子女生活在城区，只有 1. 6% 的老年父母没有子女生活在城区。

从性别构成来看，有儿子生活在城区的老年父母的比例要高于有女儿

生活在城区的老年父母的比例。总的来看，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空

间距离比较近，无论是从居住方式来看还是从子女是否生活在市区来

看均是如此。

老年父母与不同住的子女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与接触。在有不同住子

女的老年父母中，约 78. 1%的老年父母至少每周与一个不同住的子女见

面，只有约 3. 5%的老年父母与至少一个不同住子女的见面频率为一年

一次或少于一年一次。也就是说，在有不同住子女的父母中，超过 96%

的父母与至少一个不同住子女的见面频率在一年一次以上。从性别构成

来看，老年父母与不同住的女儿见面比与不同住的儿子见面更频繁。除

见面以外，老年父母通过电话或写信等方式与子女联系的很少，如通过

这类方法与不同住的子女每周联系一次或以上的老年父母仅为 7. 3% 左

右。这种情况可能与在调查时老年父母的绝大多数子女生活在城区，而

当时的城区较小，且家庭电话尚不普及等情况有关。在性别构成方面，

老年父母似乎通过这类方式与不同住的女儿联系更多，这一特点和老年

父母与不同住子女见面的情况相似。总之，在与不同住的子女联系方

面，老年父母更多采取见面的方式而不采取其他方式。另外在不同住的

子女中，老年父母联系更多的是不同住的女儿而不是儿子。

2. 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支持

( 1) 老年父母接受子女的支持

在工具性支持方面，2. 6%的老年父母得到了子女在身体照料方面

的支持，19. 1% 得到了子女在做家务方面的支持。总体来看，约有

20. 2%的老年父母得到了来自子女的工具性支持，为老年父母提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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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支持的平均子女数为 0. 31 个。得到身体照料的老年父母的比例较

低，并非因为子女不孝，而是因为老年父母较年轻并不需要这方面的

支持。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的子女在性别方面并不存在显著

差异。

在经济支持方面，22. 9%的子女给予老年父母钱，31. 4% 的子女给

予老年父母物品。总体来看，有 40%的老年父母收到了子女以钱或实物

形式提供的经济支持，有平均 1. 39 个孩子为老年父母提供了经济支持。

从性别来看，老年父母得到的经济支持更多来自女儿而不是儿子。

在情感支持方面，当老年父母有了重要的个人问题时，63. 5% 的

父母有子女可以作为知心人谈自己的问题，老年父母平均有 1. 34 个子

女可作为谈问题的知心人。可以看出，老年父母在情感方面得到的子

女支持要高于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但是，当老年父母有了问题时，

只有 21%的老年父母会最先对子女讲。因此，尽管子女为老年父母提

供的情感支持要比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更多，但是和其他人相比，

特别是和老年父母的配偶相比，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可能只处于次要

地位。

与日常感觉不同的是，在提供情感支持方面，儿子而非女儿更多

被父母当作知心人。也就是说，儿子比女儿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支持。

进一步的交叉分析表明，老年父母更多地报告儿子而不是女儿为情感

支持者，并非因为儿子比女儿数量多，而是因为老年父亲在有需要时

更多地寻求儿子的情感支持，老年母亲在寻求子女的情感支持方面则

更为平均。

在对子女的情感支持评价方面，15. 1% 的 老 年 父 母 表 示 满 意，

80. 5%的老年父母表示比较满意，只有 4. 4% 的老年父母表示不满意。

总的来看，老年父母在情感方面得到了子女较好的支持。

( 2) 老年父母对子女的支持

在工具性支持方面，老年父母平均为 0. 48 个子女提供了工具性支

持，33. 5%的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了工具性支持。老年父母给子女的

工具性支持主要是看小孩，做家务的较少。和子女提供给老年父母的

工具性支持相比，老年父母提供给子女的工具性支持要更多。这种结

果可能与调查时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年龄构成有关。不过，老年父母提

供给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在子女之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22. 8% 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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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为儿子提供了工具性支持，但只有 15. 5% 的老年父母为女儿提供

了工具性支持。另外，老年父母为平均 0. 3 个儿子提供了工具性支持，

但只为平均 0. 19 个女儿提供了同样的支持。以上差异即使是在考虑到

老年父母平均儿子数和平均女儿数的差异后也仍然存在。

在经济支持方面，老年父母为平均 0. 13 个子女提供了经济支持，

6. 8%的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了钱或实物形式的经济支持。以上情况可

能表明只有很少的子女需要经济帮助。在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方面，老

年父母为更多的儿子而不是女儿提供了经济帮助。

在情感和信息支持方面，有 50. 1%的老年父母总是为子女提供情

感和信息支持，37. 9% 有时提供这类支持，5. 4% 偶尔提供这类支持，

只有 6. 6%的老年父母从不提供这类支持。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年父母

为子女较为频繁地提供了情感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3. 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相互批评方面，约有 28. 5%的老年父母报告说他们的子女总是或

有时批评他们，有 42%的父母说他们的子女从不批评他们。老年父母对

于子女的批评要更为频繁，有 46. 7% 的父母报告说他们总是批评子女，

只有 25. 8%的老年父母从不批评子女。由此看来，在与子女的冲突方

面，负面的互动似乎更多是由老年父母而不是由子女所引起的。将两者

结合起来看，37%的老年父母认为至少父母或子女中有一方经常批评对

方，29. 3%认为至少有一方有时批评对方，由此可见，老年父母与子女

之间以批评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冲突和紧张关系还是比较频繁的。

在生活方式与思想的代际差异方面，60. 5%的老年父母认为有一些

差异，6. 9%的父母认为有很大的差异，只有 32. 6% 的父母认为没有差

异。这表明超过 2 /3 的老年父母认为与子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

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与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批评的状况是一致的。

( 二) 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

在有关子女特征以及老年父母与子女联系的变量中，仅拥有较高

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同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之间呈显著的负相

关。也就是说，老年父母的子女中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越多，

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越低。其他变量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

之间均没有显著关系。这方面双变量分析的结果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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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子女支持方面，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经济支

持以及情感支持的人数均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之间没有显著的关

系，仅有老年父母对子女情感支持的满意程度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

得分呈显著相关。这表明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人数与老年父母

的抑郁症状得分关系不大，在这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子女为老年父母所

提供支持的总的数量与质量 ( 见表 2) 。

表 2 接受子女支持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的相关系数矩阵

1 2 3 4 5

1. 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 1. 000a

2. 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

持的人数
0. 043a 1. 000b

3. 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的人数
－ 0. 008a 0. 257$ b 1. 000b

4. 子女作为老年父母说知心话对

象的人数
－ 0. 000a 0. 061b 0. 145$ b 1. 000b

5. 老年父母对子女情感支持的满

意程度
－ 0. 254$ c 0. 091#d 0. 098#d 0. 069@ d 1. 000d

@ P ＜ 0. 05，#P ＜ 0. 01，$ P ＜ 0. 001;
aN = 945，bN = 999，cN = 937，dN = 988;

N 为样本数量。

在为子女提供支持方面，接受老年父母所提供工具性支持、经济

支持以及情感与信息支持的子女人数均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呈

显著负相关。其中，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

得分的相关系数最大，提供经济支持的相关系数最小。以上结果表明，

接受老年父母所提供支持的子女人数越多，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

持越频繁，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越低 ( 见表 3) 。

表 3 为子女提供支持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的相关系数矩阵

1 2 3 4

1. 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 1. 000a

2. 接受 老 年 父 母 所 提 供 工 具 性 支 持 的 子 女

人数
－ 0. 080@ a 1. 000b

3. 接受老年父母所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人数 － 0. 075@ a 0. 107$ b 1. 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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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4. 老年 父 母 为 子 女 提 供 情 感 和 信 息 支 持 的

频率
－ 0. 161$ c 0. 061d － 0. 048d 1. 000d

@ P ＜ 0. 05，$ P ＜ 0. 001;
aN = 945，bN = 999，cN = 938，dN = 991;

N 为样本数量。

在与子女的紧张关系方面，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以及

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与子女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均与老

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呈显著正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子女对父母

的批评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的相关系数，要显著大于父母对于子

女的批评。这意味着，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对于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可

能要大大超过父母对子女的批评。另外，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与子女之

间差异的大小与其抑郁症状得分的相关系数最大，表明代际差异对于

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 ( 见表 4) 。

表 4 子女特征及老年父母和子女的联系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

得分的相关系数矩阵

1 2 3 4 5

1. 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 1. 000a

2. 子女对老年父母批评的频率 0. 118$ b 1. 000c

3. 老年父母对子女批评的频率 0. 069@ d 0. 480$ e 1. 000f

4. 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批评频

率的得分
0. 107$ g 0. 856$ e 0. 860$ e 1. 000e

5. 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代际生活方式

和思想差异的大小
0. 188$ h 0. 215$ i 0. 203$ e 0. 239$ j 1. 000c

@ P ＜ 0. 05，$ P ＜ 0. 001;
aN = 945，bN = 940，cN = 992，dN = 942，eN = 991，fN = 994，gN = 939，hN = 941，
iN = 989，jN = 988;

N 为样本数量。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学

特征以及负性压力源的影响之后，亲子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于老年父母

的抑郁症状得分仍然有显著的效应。其中，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

女数量、对于子女情感支持的满意度以及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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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呈显著的负相关。老年父母在工具性帮助

方面支持的子女数，虽然也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呈负相关，但

是在控制了亲子关系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亲子关系中的上述方面能够减轻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

从而有助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但是，紧张的亲子关系，如老年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则

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两代人之间的负面互动

以及两代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会加重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从而

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不利。

从亲子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效应的大小 ( 强

弱) 来看，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代际差异效应最大，其次是老年父母

对于子女情感支持的满意度，再次是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和信

息支持，接下来是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最后是老年父

母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以上结果提示我们，影响老年

父母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

念上的差异、两代人之间的情感支持 ( 无论是子女对于老年父母的

情感支持还是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支持) 以及代与代之间的负

面交往 /互动。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子女对老年父母还是老年父母对

子女所提供的其他具体支持 ( 如工具性支持、经济支持等) ，对于老

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都不如亲子关系的前述几个方面大。多变量

分析的结果详见表 5。

表 5 亲子关系对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效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预测变量 Beta 值

社会人口学特征

性别 ( 男) － 0. 139＊＊＊

婚姻状况 ( 在婚) － 0. 079＊＊

受教育程度 ( 高中或以上) － 0. 087＊＊

负性压力源

负性生活事件数 0. 044

对于家庭收入的满意度 0. 200＊＊＊

慢性病数量 0.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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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预测变量 Beta 值

亲子关系

子女中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 － 0. 059*

老年父母对于子女情感支持的满意度 － 0. 116＊＊＊

接受老年父母工具性支持的子女数 － 0. 049

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的频率 － 0. 077＊＊

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批评频率的得分 0. 065*

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代际差异的大小 0. 142＊＊＊

Ｒ2 0. 286a

样本数量 91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注: 因为在初步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控制了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负性压力源

的作用之后，老年父母在经济上支持的子女数的效应变得不再显著，所以该变量没有纳入最

后的多变量分析之中。

四 结论与讨论

迄今为止，虽然有不少研究对当代中国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但探讨这一关系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研究

并不多，综合考虑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和老年父母心理健

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更少。本文运用保定市老龄化与代际关系研究的

调查资料，对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

( 抑郁症状)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和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关联。具体来说，在子女特征和老

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方面，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情况与其心理健康

无关，仅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特征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相关。

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越多，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越低，心

理健康状况越好。在老年父母和子女的相互支持方面，无论是接受还

是提供情感支持都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作

用的效果较大。相对而言，在考虑了与子女关系其他方面影响的情况

下，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作用并不显著。在

老年父母与子女的紧张关系方面，两代人之间的相互批评以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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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为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异都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面

作用，不过子女对于父母的批评比父母对于子女的批评对老年父母心

理健康的影响更大。比较来看，在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中，对老年

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的是与子女的紧张关系，其次是两代人之

间的情感支持，影响最小的是子女的特征因素。

以上结果提示我们，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他们的心

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对

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大小、方向各不相同。老年父母的心

理健康状况实际上就是这些不同方面经过复杂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因此，如果只是单一地研究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对于老

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虽然也是有益的，也有助于对于亲子关系和

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认识，但结果很有可能是有局限的，因

为在单一方面的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所呈现的关系模式，

在考虑了亲子关系其他方面的作用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以本研究

的结果为例，在只进行代际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分析时，为子

女提供工具性支持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如果考虑到老年父母与子女

紧张关系方面的效应后，其结果就变得不显著了。

本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是，首次综合地研究了中国老年父母与子

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并探讨了这些不同方面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

的复杂关系，从而为未来老年亲子关系以及心理健康的研究打下了一

个良好的基础，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经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建立在对二手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之

上，这就使得研究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是老年父母

年龄的低龄化。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经验数据来源于以 50 岁及以上的

老年父母为研究对象的项目，结果导致样本中有较高比例的老年父母

的年龄在 60 岁以下。鉴于 60 岁以下与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在健康

和功能状况、工作、日常生活、社会网络及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存

在相当大的差别，因此本研究中发现的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及其与

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是否能完全适用于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父

母群体，还需要今后运用 60 岁及以上老年父母的样本做进一步的研

究。其次是有关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测量的不完善。受限于所使用的

二手经验资料，本研究未能就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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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的指定下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测量，而只是从方便的角度使用了

二手数据资料中现有的一些相关测量。这些测量虽然涉及老年父母和

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仍然是不系统和不全面

的，从而最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统计分析的结果。因此，未

来的研究还需要在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样

本，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更为系统全面的对于老年父母与子女关

系的测量，来探讨老年亲子关系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对于老年社会服务的一个基本启示是，在为老年人或老人

家庭提供服务时，社会工作者需要特别关注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消

极方面。由于老年亲子关系的消极方面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效应

大于积极方面的效应，因此，了解、掌握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中可能

存在的冲突、紧张、批评等消极内容，帮助老年人和成年子女正确地

处理已经出现的消极关系和互动，并且预防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在未

来可能出现的消极互动与关系，促进亲子和谐，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

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鉴于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支持对于老年父

母的心理健康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如何发展相关实务项目，促进老

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支持从而提升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也是老年

实务工作者需要计划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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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child Ｒela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Study of the Aging Parents in Baoding City，

Hebei Province，China

Shengming Ya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ang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1949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yet，only very few studies

ever explor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change for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research program “Ag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Baoding City”，this paper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psycho-

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Ｒesults showed that all dimensions of par-

ent-child relations examined in the study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 ith

par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pecifically，the strain ti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have the greatest，while the emotional support provided from

each generation to the other has the second greatest，effects on the psycho-

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older parents. Comparative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contact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ren，and the instrumental and fi-

nancial support between generations have lesser effects.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er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accordingly provide relevant services to them so as to better en-

hance the older par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Key Words: older parents; parent-child relations;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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