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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歪今年66，老伴去世3年
了。街头邂逅老歪，他乐呵呵同
我打招呼，我眼睛不禁一亮，老
歪同3年前相比，精神更加矍铄
了。我不禁问：“是不是找到新
老伴了？”老歪用手捋了捋白发，
竟然孩子般诡秘回答：“岂止一
个老伴？我有九个伴，赶上潮流
了吧！”老歪的话让我忍俊不禁，
还是让他一一道来吧。

第一个老伴是结交众伙伴：
老婆子走了，寂寞无聊。于是，
上了老年大学，到老年大学，结
交众多伙伴，走出了狭小的生活
空间，远离孤独。和伙伴说说
话，聊聊天，相互信任，你帮我，
我宽你心，身心得到彻底放松。

第二个老伴是素伴：从不攀
比，居住的房子虽然旧，但东西
陈列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干净
净，不仅居室简朴，穿衣戴帽也
朴素，还有一日三餐也喜欢食
素，肠胃没有出过问题。

第三个老伴是游伴：平均每
3个月要出去旅游一次，游览祖
国大好河山，走低谷、攀高峰，仰
望蓝天，远眺大海，游山玩水，开
阔视野。

第四个老伴是德伴：加强道
德修养，不倚老卖老，办事自觉
排队，不挤不闹，谈吐优雅，不随
地吐痰、不乱扔纸屑。

第五个老伴是乐伴：不要因
为没了老伴就世界末日，每天笑

呵呵的，每天大笑 3 次，笑是乐
观豁达的象征，是美好心情的自
然流露。解除了心理上的疲惫
和痛苦，心境自然平和。

第六个老伴是爱伴：电视里，
这个地方雪灾了，捐棉被；那个地
方地震了，捐衣物；洪涝灾害，更是
捐钱捐物。不能光看看，嘴上同
情几句，还要表现在行动上。爱
社会，爱人民，一个平头百姓也要
奉献爱。社区将大红的光荣榜贴
在楼道里，表扬的是我个人，也带
动了整个单元每个人的积极性。

第七个老伴是动伴：社区里
组织义务劳动，都是年轻人干的，
但每次我都参加。义务劳动可以
活动关节，锻炼身体，通络血脉，

和年轻人在一起做义务劳动，相
互比赛着，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第八个老伴是说伴：因为人
缘好，无论男女老少，都是朋友，
有话从不憋心里，见朋友就乐呵
呵地唠，人活一天，烦事、愁事，
常常有的，一吐为快最好，说话
是通气化瘀的良药。

第九个老伴便是书伴：书伴
随着我大半生，尤其是漫漫长
夜，看书读报，天天用脑，心胸开
阔。书不仅能打发时间，也给生
活带来乐趣，没有孤寂可言。

老歪的话戛然而止，我笑呵
呵补充，还需要第十个老伴，那
就是赶快找个后老伴吧。

老歪点点头，乐了。

老歪的九个“伴”
张学伟

古人云：“子不教，父子过；
教不严，师之惰”。人们都希望
自己的子女听话，小时候要孩
子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现在
我们老了，孩子们对我们献爱
行孝，回报养育之恩。但有的
老人不认老，还处处要孩子们
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殊不知，
我们已进入耆年，思维迟钝，在
有些方面思想已落后于新形势
的发展；而年轻人思维敏捷，知
识面宽，接受新事物快。我们
老年人在学习和生活方面，还
真得听听孩子们的话哩！

张大爷爱听“有奖报告”。
为了领个小药品、小物件，每天
早早起床，奔波于大药店。孩
子们怕他受骗，劝他不要去，他
却倔犟自信地说：“我光领东
西，不买药，骗不了我！”结果听
的时间长了，感到人家讲的在
理，就买了2000多元“食字号”
既不治病，也无大碍的保健
品。子女们埋怨，自己也悔之
莫及。

王大叔爱玩麻将牌。女儿
劝他：“你每天下午玩两个小
时，活动活动脑子，高兴高兴就
行了”。他偏不听，下午玩，晚
上还玩，有时竟达到废寝忘食
的程度。一次由于劳累过度，
突发心肌梗塞，倒在牌场，驾鹤
西天了。

和以上几位老人不同的是，有位退休干部赵阿姨，
退休后无所事事，沉默寡言。儿子怕她得抑郁症，送她
进了老年大学，她非常听话，在那里学唱歌，练跳舞，回
家后还让儿子教她学电脑，让孙女教她学摄影。现在
她能上网看新闻，每天跟家人朋友互动微信，生活非常
充实。她曾风趣地说：“前半生我唱的是《三娘教子》，
现在却唱成《子教三娘》了……”。

日有朝晖、晚霞，人有青春、暮年。唐朝诗人李商
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话虽然有些消
极，但却道出了人生的自然规律。老了，就是老了，这
是客观事实。但我们要多和子女沟通，要向年轻人学
习，在美好的年代与时俱进，让“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共享社会发展的
成果。

服老是一种智慧。人的一生“两头人养，中间养
人”。对于那些不太听话，固执己见的老人，子女要好
言相劝，耐心疏导，不要斥责和嫌弃，须知“家家有老
人，人人都会老”，牢记清代郑板桥老先生一句名言：

“要把老人当孩子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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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经朋友介绍，在网上学习了《怦然心动整理
法》，然后我从家里整理出十袋没有用的“垃圾”。如同
文章里所说的，这整理的不仅仅是家里的空间，还包括
心情。当那些旧物扔出去以后，我仿佛获得了重生一
般。

想了想，我又坐公交车回了娘家。要说喜欢收捡
旧物件，谁也比不上母亲，我敢打赌，我小时候穿过的
衣服肯定都有一部分还在。

母亲听说我是来帮她收拾衣服的，倒是挺开心的，
可当见我把一些衣服往垃圾袋扔的时候，便惊慌失措
地过来护着，说：“这些衣服都好好的，扔了多可惜呀。”
我无奈地看着母亲，耐心地说：“妈，有些东西该扔就得
扔，要不您活得多累呀？”然后拿起一件小背心说：“您
看这背心，我上初中的时候穿过的，您还留着，难道我
还会穿吗？这是浪费衣柜的空间。”

母亲把小背心拿过去，竟感慨地说：“你还记得不，
那年你身体不好，总是感冒，我便给你缝这个背心，自
那以后你就没再感冒了。”我顿时无言以对，至今我都
非穿背心不可，如果没穿的话，还是会感冒。

我只好又拿起一件大衣说：“这大衣是谁的，这么
土的样子，留着干嘛。”母亲没好气地从我手上抢过去
说：“这是你爸的，这件衣服比你年纪还大呢，这可是你
爸结婚的时候穿的……”原来这件衣服别有意义啊，我
只好放弃。

接下来，我刚拿起鞋，母亲却又接过去道：“旧鞋穿
得最舒服，小时候新鞋你都不穿。”我拿起毛巾，母亲说
这毛巾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只要她一出门，我就抱着毛
巾睡觉，她都舍不得当抹布用，哪还能扔了。我要扔那
个用了N年的床单，母亲还是舍不得，说这床单是当
年她走了好几公里路去镇上买的，特意买的我喜欢的
粉红色……看着一床的物品，我轻叹了一口气，又一样
一样地放回了衣柜，在一旁的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动过母亲的衣柜，因为那不
是旧物，那都是母亲的历史和情感，那都是深甸甸的往
事和爱，它们已经深植于母亲的心里，无法剥离。

别动母亲的衣柜
蔡源霞

近40年工作的忙忙碌碌，终于拿到了
一本能够安享晚年的退休证，可是老刘似
乎还不十分满意。美中不足的方面包括退
休工资不高，孩子尚未成家，这已经成了他
的一个始终难以打开的心结，乃至是心里
的最大牵挂。老伴虽然理解他的想法，却
对其每天愁眉苦脸的“自缚”多少有点不知
所措。

为了改善丈夫的不良情绪，老伴叫他
多参加一些中学同学的聚会活动，或者一
同外出旅游，间或去唱卡拉OK。然而每次
回来，丈夫又慢慢地恢复到了原先的萎靡
状态中。看来，如果没有什么事能够打动
他的心，要想叫他从不满意、不快乐里完全
脱身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打开丈
夫心结的“金钥匙”，究竟是哪一把呢？老
伴心里没有底。

说来也巧，那天老刘得知曾经共过事、

早年两家多有来往的老友体检时查出恶
疾，现在已经动好手术正在家静养时，便与
老伴一起前去探望。老友恢复情况良好，
全程自然地谈笑风生，不像是个生了大病
的人。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经历过这
次磨难，我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健康就是
给每个老年人带来的最好‘礼物’。退休工
资不高，多活几年就赚了；孩子尚未成家，
只是时候还没到。那些虽然钱多却无缘去
享，尽管孩子成家则无奈被他们啃老，应该
说也是留有不少遗憾的。”

健康就是最好的“礼物”？老刘仿佛一
下子如梦初醒。

回到家里，夫妻俩为此进行了坦诚的
交流。老伴道：“生活总有一些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就像你的退休工资不高，我们的孩
子尚未成家。可是你想过吗，我们在失去
的同时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最大的财富，那

就是身体状况都还令人满意，而健康恰恰
是赐予我们的最好‘礼物’，让我们有了可
以安享晚年的最大资本。这个资本，许多
时候无论花多少钱也是买不回来的。”

听着老伴的分析，老刘的耳畔似乎又回
响起了老友再三提及的一句话：“健康就是最
好的‘礼物’。”这可是老友生了大病后的肺腑
之言！他开始明白，美好的晚年生活并不纯
粹是金钱的堆砌，也不是一切按照自己的愿
望走，因此适应环境、遇事看淡才是至关重要
的。他主动检讨起自己把金钱、愿望看得太
重，以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心态好，一切就好。退休后老年人拥
有的一笔最大财富，健康当之无愧地排在
第一位，其他诸如钱财、愿望，如果没有一
个好的身体做后盾，终究都会如过眼烟
云。老刘决定，从现在起，我要与老伴一起
好好保重身体。

健康是最好的“礼物”
邵天骏

婆婆六十有余，身体棒，精神好，接受新事
物能力特别强。这几年，学跳广场舞，玩全民K
歌，把她的老年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过年
了，我们回老家和婆婆一起团年，婆婆见到我
们十分高兴，忙进忙出，找喝的，做吃的，抽着空
儿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说话。然而，婆婆见我们
一个个都在低头划拉手机抢红包，对她也是口
不对心地应付着，婆婆有些失落，轻轻地叹息
了一声。

这声叹息被我捕捉到了，心里十分过
意不去。我放下手机，和婆婆一起做起了

家务。我心里则想，如何才能让爱玩手机
的我们不疏远婆婆？也和婆婆一起抢红包
吧。这个想法令我兴奋不已。

我给婆婆下载了新版的手机QQ，并在
上面建立起了一个群，取名为“相亲相爱一
家人”。然后我把小姑、表弟、堂哥、表姐姨
妹们天南海北的一家家都拉进群里，婆婆
是群主。

弄好这些，老公首先发了一个“祝母亲
大人新年快乐”的口令红包在群里。婆婆
眼明手快，按照我的指示用力一点红包，正

好抢了“8.8”元。群里的表哥表弟堂哥堂姐
们趁机起哄，有的称没抢上，发个大哭的表
情。小姑也发了个大红包，向婆婆送来新
年祝福。随后，群里狂发了一阵“红包雨”，
每一个红包，都装满了他们对婆婆的祝福
和爱，大家抢着乐着，婆婆笑得满面春风。

后来，我又教会婆婆在群里用语音说
话，教她发红包。婆婆学会了这些，时常在
群里和大家说说话聊聊天，问问表哥家的
生活咋样？又问问姨妹在哪里过年？一下
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其乐融融。

网络，确实是个奇妙的通讯工具。不
管我们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有联
系，就会有亲情。亲情在，爱就在！以后，
我们会天天在群里给婆婆发红包，这样，即
使我们不在她身边，婆婆也不会感到寂寞！

我教婆婆抢红包
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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