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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爱“囤积”的爸妈
旧衣服、纸壳箱、螺丝钉

……在上了年纪的父母眼中，无一
不是要好好积攒起来的“宝贝”；对
现代青年而言，“断绝不需要的东
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
的迷恋”却愈发成为一种流行的生
活理念。苦恼于父母抱着“破烂”
不撒手，却被指责大手大脚、不懂
节俭……当“断舍离”的子女遇到
爱“囤积”的爸妈，两代人之间的

“交锋”无异于一场持久的拉锯战。

“你别扔，不要的东西
都给我。”自从三年前结婚
搬出去，每次回家，王潇妈
妈都要这样嘱咐她。在老
人眼中，总把“断舍离”挂在
嘴边，倡导“一两年不用的
东西，以后也不会用，不如
早点淘汰”的女儿，无疑是
在宣扬“歪理邪说”。

而王潇则为劝服妈妈
“弃旧迎新”伤透了脑筋，
“她让我把淘汰的包给她，
她自己有好几个包，每个都
比我的好，留着我的破包干
吗呢？让我把不要的衣服
也给她，她比我重20多斤，
没法穿不说，当抹布也用不
完啊！”

反正不在一起住，王潇
“天高皇帝远”地淘汰着。
只是回家见到妈妈积攒的
几大箱形形色色有零有整
的布，还是忍不住给老人

“上课”——
“最宝贵的是什么？空

间 ！ 一 平 方 米 房 子 多 少
钱？放你这些东西多不值
当！”

“可空着有什么用呢？
不也是没利用上吗？”

“东西少点看着开阔整
洁，心情舒畅啊！”

几个回合下来，谁也说
服不了谁。眼看“战火”要
燃起，老爸就出来打圆场，

“你妈攒了一辈子了，不让
攒她心疼，高兴就随她去
吧。”

王潇承认，在“扔还是
不扔”的较量中，老妈也有
过占上风的时候。家里阳
台装了一个多层收纳架，放
着行李箱、换季的鞋子等，
虽然已经摆得十分整齐，但

因为东西多，打眼看去还是
有点乱。一次妈妈过来，默
默掏出一块米色亚麻布，用
长尾夹固定，给收纳架装了
个帘。无论长短、宽窄都刚
刚好，观感立马整洁起来，还
有几分日式小清新的味道。

“我没忍住就夸了一句，这可
好，以后再让她淘汰东西，她
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要都扔
了，你能有那个布帘吗？’好
像她攒了一辈子东西，就为
了给我安个帘。”

“交锋”久了，王潇发
现，自己和母亲之间也在微
妙地互相影响。上个月，父
母 开 始 做 乔 迁 新 居 的 准
备。整理物品时，妈妈从橱
柜最上方拿出几套未开封
的餐具，说是结婚时别人送
的。三十多年前算得上精
美的花色造型，如今看来早
已过时。“好东西一定要先
用，否则你的潜意识就是觉
得自己配不上它。以前你
不舍得，现在也不好看了，
多可惜。”王潇不失时机地
给母亲“洗脑”，妈妈第一次
没有反驳，显出若有所思的
样子。

家里一个旧的窄柜，王
潇觉得实在没什么用处，父
母也答应不带到新房去。
结果有天她发现柜子还是
被带过去了，重新刷了漆放
在厨房。妈妈笑着说：“我
跟你爸商量了，搬进来看看
效果。”一时间，王潇竟然有
点心酸。“父母不舍得淘汰
旧物也未必只是单纯的节
俭，可能还有对过去的回
忆，只要不对健康造成危
害，我就别干涉太多了。”
（魏婧 周明杰 宗媛媛）

““只要不对健康造成危害只要不对健康造成危害，，就别干涉太多了就别干涉太多了””

从去年起，洪锦的父母就到儿子家
帮忙带孩子，今年要过了7月1日才回
来。趁着爸妈不在，洪锦给他们来了个
大扫除。足足清出去几十包“垃圾”和

“破烂”。
看着妻子里外忙活，洪锦的爱人不

住提醒她可能的“风险”：“你忘了上次
你把妈妈家布带子扔了，被说了好几
年。这回你不问就扔，当心妈妈又生气
了！”

说到这个，洪锦就又好气又好笑。
六年前，她扔掉了妈妈积攒下来的半包
布带子，让老人念叨了许久。“说做椅子
垫、凳子垫，给孩子做小衣服都需要布
带子，之前她拿短的碎布条接起来用，
没舍得用这些好带子，结果一下子都让
我扔了。”这些年，洪锦妈妈每次跟老伴
儿、儿子、小闺女抱怨完大女儿的“可恶
行径”后，总不忘再加上一句，“小时候
也不这样，这都是跟谁学的，岁数越大
越败家。”

对妈妈的抱怨，洪锦全当耳旁风。
妈妈光顾着唠叨这些布带子，她当时还
扔了放在阳台上的一箱衣服，老人到现
在都不知道呢。“都是爷爷奶奶的旧棉

衣，大襟的棉袄、大裤腰的棉裤。他们
去世二十多年了，留着这些干吗？”

清理旧衣服后的平安无事让洪锦
意识到，这么多年妈妈根本就没去开过
箱子。另一个房间还摞着两箱旧衣服，
十来年也没见她开过，这次让洪锦扔掉
了一多半。“我觉得有义务帮妈妈腾出
空间，否则四居室的房子没地儿下脚，
都快变成破烂集散地了。”

洪锦妈妈可从来不觉得家里拥挤，
76岁的她经历了“一分钱掰两半花”的
年月，纵使每月退休金有4000多元，看
到楼下别人扔掉的雨伞还要捡回来。

“有的是支架松了，有的就是伞尖坏了，
修理一下又挺好用的。”洪锦爸爸也是
这样的精细人，走在路上看见螺丝、钉
子、铁片都要捡回来放在铁盒子里，足
足攒了五六盒。家里松动的木头椅子，
就是爸爸拿着捡来的合页、钉子给固定
好的。“不说省了买椅子的钱，这钉子啥
的也都一分钱没花呀！”老人很是为此
自夸了一番。而每每听到这些过日子
的“圣经”，洪锦都暗自叹息，“买个钉子
不过两三元钱，您这攒上好几年，不知
道哪头划算。”

半箱布带子半箱布带子，，被老妈被老妈““批判批判””了六年了六年

放声歌唱 侯建平摄

年近七十岁的婆婆，加入党的
组织已经三年了。她常常在闲来无
事的时候，告诉我说：“我已是组织
的人，我知足啦……”每一次说这些
话，一脸灿烂的笑容，简直像个孩子
似的。

我真的不明白，婆婆干吗要在
这一大把年纪的时候，赶上这趟末
班车呢？后来婆婆告诉我说，她年
轻的时候，一直是担任小学教师，公
公在外工作，婆婆一边要带几个孩
子，一边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入党的
心愿一直被埋在她心底。退休之
后，婆婆被社区返聘成为街道主任，
这才萌发了这个念头。

我记得三年前，婆婆神秘兮兮
地凑到我的耳边说：“告诉你一个好
消息，我要入党了……”我一听，笑
了好半天才说：“您没有搞错吧！这
么大的年纪入党，还有什么意义？
退了休还赶这个时髦干什么？”七一
那天，婆婆换上了一件新买的红色
短袖唐装，兴致勃勃地赶到社区宣
誓去了。

两个月前的一个清晨，婆婆起
来背着长剑出去晨练，走到另一栋
楼房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农
药味。婆婆发现B栋的西头的一楼
有小两口吵架，女的一气之下喝了
农药。婆婆立刻拨打 120，喊来救
护车，把这个女人送往医院急救。
心慈的婆婆得知他们是外来的打工
族，在这里举目无亲，她又一次到医
院里看望了这个女人，塞给她 500
元，并主动提出照顾他们一岁多的
小女孩，婆婆把小女孩带回家，亲自
给她洗澡，带她上街买玩具衣服。
婆婆的行为，引起了小孙子翔翔的
不满，他说：“奶奶，您为什么这么喜
欢野孙？”婆婆一把搂住小翔翔说：

“人家有困难，奶奶是个党员，不帮
一把，看得过意吗？”

家里自从有了婆婆这个党员，里
里外外都是一把手，把个家庭打理得
整整齐齐，把我公公照顾得无可挑
剔。公公常常在邻居面前夸她说：

“党员老伴思想红，全家大小喜融融。”

婆婆入党乐融融
黄茨娅

从退休那天开始，已经进入了晚
年。我没有把晚年当成暮年，没有悲
叹人生的迟暮、惆怅和凄凉，而是乐
做老顽童，不当苦行僧，把晚年当成
了“玩年”，玩得开心快乐，玩得身心
健康，玩得老当益壮，玩得老有所为。

玩出了快乐。步入老年，我一
直保持着开心愉快乐观豁达的心
态。我把书籍作为我晚年的伴侣之
一，天天边玩边读书。看淡名利，保
持了知足常乐的心态。和老伴、子
女、孙辈们经常欢聚一堂，讲故事，
背古诗，猜谜语，唱歌跳舞，外出旅
游，在玩中尽享天伦之乐。

玩出了健康。我树立科学养生
的理念。我感到，任何养生方法都不
是万能的，都不可能包治百病。养生
是项系统工程，我采取了多项与玩相
结合的科学养生措施。我坚持走步、
打乒乓球等运动方式，每天走步1小
时以上，行程5公里左右，并辅以静
坐读书写作1小时以上。以动健身，
以静养心，保证了身心健康。我年逾
古稀，仍身板硬朗，步履矫健，思维敏
捷，精神矍铄，健康少病。

玩出了精彩。平时，我还以玩
的乐趣经常撰写稿件，每年在省内
外报刊发表诗文稿件40余篇，并出
版了36万字的养生专著《智慧养生
录》。退休以来，我先后多次荣获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优秀通讯
员”等荣誉称号。

我深深体会到：玩，是人生理念
的升华，是生命征程的再一次出发，
是老当益壮生命风采的靓丽展现，
是银龄快乐的源泉，是身心健康的
秘诀。

我把晚年当“玩年”
曹永庆

爱情和年龄是无关的，哪怕耄耋之
年也一样向往爱情，老年人一样有追求
美好爱情的权利和自由。对于离异老人
来说，他们更害怕孤独，更渴望能找到一
个体贴的老伴，陪自己安度晚年。

周日外出时，我正巧看到老李和妻子
也在逛街。夫妻俩手牵手边说边笑，真像
是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侣。我看老李红
光满面、青春焕发的样子，不禁上前赞道：

“您老真是越来越年轻了！”他笑着看了一
眼妻子说：“这全是我老伴照顾得好！”我
夸赞：“真是家有贤妻，满脸喜气啊！”

老李年愈花甲，三年前和妻子离异，
一年后又与现在的妻子喜结良缘。曾听
到他邻居们评价说：如今这个老伴既勤
快又能干，还通情达理会照顾人，不仅把
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把老李服侍
得喜笑颜开。走到老李家里一看，和过
去相比那可真是两个天地。

老李的前一次婚姻很不幸福，两人
在性格上搭不到一起。老李是个慢性
子，喜欢在家里读书看报；他前妻年轻时
长得很漂亮，但性格外向，说起话来嗓门
很大，又喜欢到外面打麻将，常常不顾家

里。他们虽然在同一屋檐下，却同居不
同床，同住不同吃。由于两人都心灰意
懒，以致家里脏乱不堪。天长日久，夫妻
感情的淡化，最终破裂到了无法挽救的
地步。

对于不幸的婚姻来说，离婚真是一
种解脱。老李能找到好伴侣再婚，关键
是择偶时处理好了几个关系：一是看重
对方的心灵美，再婚的老年人在对方相
貌上不能过分挑剔，只要善良、健康，相
貌说得过去就行了。二是着重看人品，
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丰富都离
不开钱，但主要还是应当看人品怎么样、
脾气好不好、对家庭是否有责任心等
等。三是在处理夫妻矛盾问题上坚持少
讲理、多讲情。老李再婚后的日子，夫妻
之间没有发生过争吵，一直是在互敬互
爱中度过的。

再婚使老李摆脱了孤独，也给他带
来了幸福和欢乐，更使他重新扬起了生
活的风帆。因此，再婚老人只要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细心呵护、培育双方植下的
婚姻之树，就一定能得到晚年的幸福和
快乐。

老人再婚也幸福
陈卫卫

前不久刚办完退休手续，偶读
《臧克家散文》，从老先生个人的精
神生活中体味其人生最大之乐趣是
惜书似命，读书成癖。尽管我与老
先生年龄相距甚远，却亦有了与书
相伴相濡以沫之情之感之悟。

宋人黄庭坚有言：“人不读书，
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
人则语言无味。”此言不无道理，我
颇有同感。

退休闲暇时间多了，闲来书为
伴，使我寂寞顿消，感慨万千。

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书是哺育心灵的母乳，书是铸
造灵魂的工具，书是启迪智慧的钥
匙，书是昼夜前行的灯塔。《说苑·建
本》中的《炳烛之明》一文记录了春
秋时晋平公与著名乐师师旷的一段
对话。晋平公对师旷说：“我今年已
经七十岁了，很想学习，恐怕已经晚

了”。师旷回答说：“臣闻之：少而好
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
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
之明，孰与昧行乎？”

我的居室不雅亦不大，却以“静
观楼”自勉，从“万物静观皆自得”中
得知。卷卷好书可引为终身诤友和
知己。正如英国作家斯迈尔斯所说：

“一本好书常可视作生命的最佳归
宿，一生所思所想之精华尽在其中。”

“早岁读书无甚解，老年省事有奇
功”，多读点书吧，于公于私，于己于人，
于近于远，读书都是百益而无一害的。

与书为伴，今生无悔，久而久
之，心底升腾起“平平淡淡才是真”
的境界。“书到用时方恨少，请君闲
时书为伴”！只要精神许可，我还是
要读书，动动脑筋，此举好像在为身
体的零部件“揩揩油”，这对于阻慢
衰老，也应该是有作用的。

退休闲时书为伴
陆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