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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获得湖南书法家协会会员证，同
事感到很意外，其实，这是我六年来，用练书法
抗癌取得的丰硕成果。

2008年秋，我因患了喉癌，先后动了三次手
术。最后一次，声道被彻底切除了，素有“金嗓
子”之称的我成了“哑巴”。从此，我与娱乐活动
绝缘：麻将搓不成，扑克牌打不了，一个人整天
呆在家里无所事事……

正当我百无聊赖之时，学生李小军从长沙
回乡探亲，像往常来看我这个班主任。李小
军是长沙市文联副主席，初中时，他受我的影
响爱好文学和书法。当得知我的现状，李小军
笑着说：“邓老师，您的字写得好，何不继续练
习书法，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我说：“书法是
一种高雅的艺术，我的字是草台班出身，难登
大雅之堂。”临走时，小军说：“老师，您写几张
字给我，我让书法协会的大师们看看。”几天
后，我用心写了一幅楷书的《岳阳楼记》和一幅

行书的《沁园春·雪》寄给小军。半个月后，小
军打来电话说“您的书法不错，书协的领导说，
只要坚持练习，就可加入省书协。”不知他是真
的认为我写得好还是为了鼓励我与癌症抗
争。反正当时我茅塞顿开，认为与其在家无所
事事，不如练习书法。

我拿起停了十多年的毛笔，照着字帖一笔
一划地临摹起来。在中国古代书法家中，我选
了欧阳询的字帖。欧体的“正书结字，易方为
长，以就姿媚，四面停匀，八方平正，翰墨洒脱”
深合我意。当然，柳体、赵体、颜体等我皆拿来
欣赏、品味、借鉴。我秉承鲁迅的“拿来主义”，
兼收并蓄……经过半年苦练之后，我自认有所
长进。

春节期间，李小军来拜年，仔细端详我的
“作品”，赞扬的同时，不无遗憾地说：“老师，您
应该要有自己突出的个性。”“个性？”对呀，柳体
也好，颜体也罢，那是古人的“体”， 可我自己

的“体”呢？真是一句点醒梦中人。原来，我临
摹古人的“体”时，早已把自己的“体”丢失了。

从此，我不再是机械地临摹，而是首先琢
磨古代大师的笔法、结构和运笔轻重及走向，
概括出“64种笔法”。

自从我 2014 年成为“湖南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后，来索字的人越来越多，每年大约有一
百多幅作品被收藏家收藏，让我收益不少。不
过，我最大的收益是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古人云：“写字用于养心，愈病君子之乐。”“作书
能养气，也能助气。”确实，在挥毫中，我“不思声
色，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心无烦恼，形无劳
倦”，使躯体和精神放松，对肌体起到调节、修
复等作用。练习书法时，须绝虑疑神，全躯启
动，力送毫端，注于纸上，抒胸中气，散心中
郁。久而久之，可使人灵心焕发，无疾而寿。
几年来，我癌症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不再复发，
这确是一个奇迹。

乐练书法抗癌魔
邓成根 临近新年，我们兄弟三人和父亲聚

在微信群里闲聊，我们自然谈到了年终
奖金。大哥今年的年终奖金有五万元，
算得上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土豪了。我
在国企上班，单位效益一般，厂里给我
发了两万元的年终奖。小弟在装修公
司工作，老板给他发了八干元的年终
奖，小弟已知足了。我们年终奖说得兴
高采烈，父亲在微信群里发了个叹息的
表情，他说：“我退休了，再也没人给我
发年终奖了！你们小时候我们厂里每
到年末总能分点奖金，最多的一次是一
千元，我乐坏了，给你们每人买了件新
衣服。”

父亲的爱厚重而无私，不求回报。
一年四季，无论风雨，他都在为了家庭和
子女的生活忙碌着。看着视频里父亲
花白的头发、脸上深深的皱纹，我猛然想
到，父亲为我们操劳了一年，他也应该有
一份年终奖呀！

我建议每人拿出两千元给父亲发
年终奖，大哥和小弟都欣然同意。当
我把六千元的红包交到父亲手里时，
他说什么也不肯要。“爸，这些钱是我
们三个孝敬您的！”我动情地说。父亲
听完我的话后笑着说：“傻孩子，我为
你们做的这些都是不图任何回报的，
如果说你们非要给我发年终奖，你们
过新年的时候多陪陪我，多和我拉拉
家常，如果你们新年能为我亲手做顿
饭、炖盅汤，那会比送钱更让我开心和
快乐。”

听了这话我感到有些惭愧，我平时
忙于工作和自己的小家，有时候真的忽
略了父亲，我们应该时刻怀揣着对父母
的爱，哪怕只是一句真心的问候或者亲
手为父亲做一顿饭、洗一次脚、陪着看
一场电影，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都能够
向父母传递我们的关爱。

给父亲发年终奖
余 平

这几年因为父母会不时来北京，我也就快三
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国庆节，爸妈刚从北京回
老家不久，但我却仍是莫名地想回去看看，因为隐
约感受到父母随着年纪的增长比以往更需要我们
的关心，对此我的内心是有歉意的。

爸妈多次往返老家和北京，起初在北京能多
停留一些日子，可是，这一两年他们在京停留的
时间缩短了，看得出他们内心有些矛盾和纠
结。来的时候本想多住段时间，可是却没有坚
持住。今年 5 月，爸妈再次高高兴兴地来了，嘴
上说着“这次来了，没什么事情就不回去了”。
到了8 月初，老人家还是决定回老家了。妈妈临
别前却告诉我们“这次回去，如果没有特别情
况，就先不过来了。”妈妈是喜欢热闹的人，二个
女儿都在北京，只有他们俩老人在老家，虽说他
们有自己的交往圈子，相比北京忙碌的生活他
们也更喜欢老家的节奏，但难免很想女儿和外
孙们。

终于，我安排了这次弥补内心不安的旅程，赶
在妈妈生日当天回到家里。这一次，我给妈妈买
了iPad，专门整理了几个家庭多年的经典照片和
视频带给爸妈看，而且让爸妈在家里装了网络，今
后就可以用微信和我们视频。

第二天早晨六时，我带着困意爬起来，陪妈妈
去找她的训练伙伴，深秋的早晨已经有些凉意了，
裹着厚衣服和妈妈到楼下广场，看到一群叔叔阿
姨正在练剑。妈妈因为这几天腿疼加重，上下楼
梯费力，走路也费力，所以到了广场已经有些疲
惫，她径直找椅子坐下了，在瑟瑟的秋风中像一个
因落队而倍感无助的孩子。

回到家，爸爸在准备早餐，我张罗给妈妈按
摩。秋日的阳光在床上、墙上静静地流淌，我们就
在这温暖的阳光中各自忙碌着，没有任何语言，但
是我却能感受到爸妈的心和我的心在无声中有着
交流，也仿佛是一股暖流，其中有做父母的从儿女
处享受到的幸福，做儿女的由孝敬父母而体会到
的满足。

回来的一周里，妈妈越来越熟练地用微信，经
常主动和我们视频，给我们发一些她找出的老照
片，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温老照片的时光。

走进父母的慢生活，爸妈的相依相伴，也让我
看到了“老来相伴”的幸福和重要，而感触最深的
还是：忙于所谓事业和意识到提升陪伴孩子质量
的我们，要记得不时放慢脚步，仔细听听爸妈的心
声，倾心地陪陪他们——那些日益成为老小孩、永
远给我们爱和动力的爸妈……

走进父母的慢生活
王桂香

在微信上看到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
佬说，接下来要走好下坡路。

人这一辈子，顺风顺水的时候少，磕磕
绊绊的时候多，能走到万人瞩目的位置，一
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得加上那么一
点机遇才行。该离开的时候百般留恋，想
方设法保住既有局面，亦在情理之中。能
清醒认识到并接受“接下来要走下坡路”，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也算不易。

下坡路是个中性词。我讨厌用“生活
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类的话鼓励别
人，好像人生只有永远前进这一条路。退
一退又怎么样？下坡路又怎样？这都是生
活中的必然阶段，是人生的节奏。能把退
步走好，不是那么简单，也需要看好脚下，
小心绊倒，也需要良好、积极的心态，甚至
需要一点准确的技术操作。

下坡路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身体的。
人到老年，身体开始由顶峰下降。从最初
的生龙活虎，张牙舞爪，到亦步亦趋，三步
两喘。想当年，无论多么劳累，加班到多
晚，一觉醒来，一切都像新的一样，倍儿精
神；看而今，各个器官都出了毛病，一会儿
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痒，具体哪儿疼哪儿痒，
都找不到一个准地方。挺强壮的一个人，
说软下来一下子就软下来了，这是自然规
律，谁能一辈子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昂扬着？

其实，我一直有心理准备，甚至期待着那
一天快点到来。下坡路是人人不可避免的。
早一点来，早一点换一种生活方式。如果那一
天来了，我会按自己的计划，认真地活下去。

少参加活动，有尊严地退出。有些场

合，已不是你的场合，你去参加，就让人感
到无所适从；你连篇累牍地发言，以为自己
的那些经历很传奇，但别人看来已是老生
常谈；你占了大幅时间，别人不好意思打断
你，只好由着你，但别人发言的时间就压缩
了。这样很不礼貌。

走好下坡路，方式很多，常规的无非就
是保养身体、敲定一两个爱好、游山玩水，
但这里面也有讲究。

就拿保养身体来说，烟酒能戒掉就戒掉，
不能彻底戒掉呢，就适当减少一些。广场舞
该跳就跳，健身操该练就练，但避免成为健身
狂、养生狂，逮住个养生秘诀，四处推广，直至
走火入魔。各种养生方法，听听拉倒，试试拉
倒，保持正常饮食和作息就行了。走上坡路
时很执着，下坡路别那么执着了，顺其自然，
得过且过，这不算什么大问题。

练练书法、写写诗歌，舞文弄墨，都是修
身养性的好办法。但写了也别轻易送人。实
在想送人了，可以在微信上晒一晒，有人主动
讨要的时候再说。万一主动送了，人家不喜
欢，拿到手也不珍惜，那多尴尬。保持尊严的
一个小窍门就是，别那么主动。

游山玩水，遍览名胜古迹，弥补当年“我
想去桂林，可惜没时间”的遗憾，这个过程中
拍拍照，跟陌生的游人交流交流，都是不错的
选择。但无论如何记着做个好游客，别随地
吐痰，大声喧哗，该排队时排队，别倚老卖老，
随便插队。年轻时形成的一些坏毛病，需要
慢慢改一下，不能把它们带到棺材里去。某
某意义上讲，此时其实还在人生的行进中，不
能因为是下坡路就破罐子破摔。

走好下坡路
王国华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最新发现，偶尔
照看孙辈的老人会更加长寿，照顾子女
或帮助其他人也可以起到类似效果。

研究人员近期在美国学术期刊《进
化与人类行为》上报告说，他们以1990
年至2009年德国“柏林老年研究”数据
为基础，对500名70岁至103岁的老人
展开调查，分别了解偶尔帮助照看孙辈
的老人、不照看孙辈的老人、没有子女
或孙辈但照顾他人的老人的健康状况。

结果显示，自 1990 年调查开始
后，半数帮忙照看孙辈的老年人 10 年
后依然健在，没有孙辈但在家务等方
面帮助子女的老人也出现类似情况。
相比之下，不管孙辈或子女的老人中，
有一半在5年内去世。

研究人员表示，即便将调查开始
时受访者的健康状况考虑在内，照顾
子孙的延寿作用依然存在。德国很
少有老人“全职”照看孙辈，研究并未
将这类老人包含在内。

研究还显示，“助人为乐”的延寿效
果不仅对自家适用，无子女老人如果给
予他人情感上的帮助，也会从中受益，帮
助他人的无子女老人平均寿命更长。

不过，参与研究的德国普朗克协会
研究人员赫特维希说，并非照顾他人就
能长寿，只有适度照顾他人才有益健康。

据新华社

老人偶尔帮忙带孙辈更长寿

2017 年 1
月1日，武冈市
老年书画摄影
协会在武冈文
庙大成殿内举
办“迎新年书画
摄影展览”活
动。此次书画
摄影展览为老
年人搭建一个
沟通交流、相互
学习、共同提高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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