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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网上相亲这种在青

年群体中流行的方式，在一些独身老人群

体中也兴起来了。然而“网上相亲”存在着

各种风险，记者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有老

人约“相互心仪”的女网友见面，结果被女

网友骗了3万元，一片真心付诸东流。老

人被骗之后，才得知女网友在外地已有家

庭，与他见面目的本不纯。目前，由于全国

婚姻登记系统还在联网建设中，异地特别

是异省登记信息仍难以查询，一定程度上

给婚骗制造了机会。

婚恋专家张佳芮认为，“老年人传统

的人际交流，基本都在自己看得见、摸得着

的圈子，而面对网上相亲，他们交流的对象

是陌生的、彼此不知情的，他们需要学着选

择和什么样的人聊天，通过什么样的话题

去了解对方，怎么推动相亲的进展，这些对

于老人而言，无疑是新的。”

让老人学会如何防骗，是老人尝试

“网上相亲”前的必修课，对此，记者也咨

询了两位专家。“不要轻易将自己的手机

号、家庭住址、家庭人口情况等隐私信息

告诉他人；任何与财产交易相关的要求和

建议都要警惕，征询家人或专业人士的意

见，原则上建议不要发生任何财产交易；

线下见面时，尽量约在熟悉的公共区域，

拒绝一些陌生的、偏僻的、没有公共人员

流动的约会地点；会面时，核实对方资料

和网上资料的反差，包括身份信息、照片

等，反差太大时需要警惕；子女多给父母

提供建议和帮助，必要时双方家庭进行见

面认识，双方子女相互了解把关。 ”张

佳芮建议。

婚恋专家周小鹏说：“一般来说，女性

容易受骗，是因为她们求安慰、求关心的

心理比男性更重，所以也倾向于通过为男

性花钱的方式，来得到更多的关心，但往

往骗子也很懂得怎么关心人。 ”

为此，专家特别提醒，一定要捂紧自

己的钱袋子，不轻易透露、更不过度夸大

自己的身家，也避免过度消费。

（甘韵仪）

网上相亲，老年人要捂紧钱袋子

我刚过完 70岁大寿，孩子们总是劝我

凡事要小心，做事不能快，要稳。但我并不

愿服老。可事实证明人是不能不服老的。

上高中时，引体向上我能拉 20多次；100米

跑 12秒多一点；跳远能跳 3.9米；跳高能跳

1.5米。可现在拖着笨重的身躯，引体向上

1次也拉不上去了；100米几乎是走完的，还

累得喘不过气儿来；跳远、跳高就不用提

了，干脆就跳不起来。伙伴老王，年轻时不

但力大如牛，而且擅长爬树，扳香椿毫不费

劲，轻而易举。因而今老王虽70岁有余，亦

不服老。今春，他小孙子想吃榆钱儿，正好

院子里有棵榆树，老王跃跃欲试，搬来梯

子，靠在榆树上就往上攀，结果腿打颤，心

里发慌，终不敢爬。若此，不服老行吗？

生老是自然规律，是生的轮回，是凡夫

俗子们无法抗拒。平民百姓抗拒不了，就

是大人物也抵挡不住。1968年，81岁的英

国元帅蒙哥马利，非佩戴国剑参加国会典

礼不行。国剑非常笨重，按规定，佩戴人员

必须带着它从皇家画廊走到上议院。女王

讲话时，必须把剑举起来，不能有丝毫晃

动。这套动作下来，年轻力壮者也够呛

了。老元帅不听劝告，结果不但举着的剑

晃动起来，而且身躯也晃动起来，他最终退

出了会场。

伟人、英雄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或许能

抗拒一切，但他们唯一战胜不了的就是那

无情的岁月。可现实生活中，看看周围的

有些老人，就像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那样，不

听劝告，不服老。他们喜欢戴“老骥伏枥”

的高帽子，唱“宝刀不老”的高调子，图的

啥？就是生怕人家看不着自己，被人遗忘

了，才不识时务显示自己。若此重利忧名，

实是不自量力，没有自知之明。

人老了，应该从心里接受，外在接纳，

保持理智的头脑，给自己一种正确的人生

态度。远离物欲，淡泊名利，做些自己喜欢

的，力所能及的事。努力使自己进入安详、

平和、宁静、泰然之境界。所以说，服老是

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崇高的精神

境界。

服老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
李邦清

“吃饭了，吃饭了！”老伴习

惯性地呼唤。“还要五分钟看

（写）完这一点就来。”这习惯式

的回答总会招来老伴习惯性的

不满和埋怨：“老习惯，吃饭也要

一催再催！”

拿起筷子，端起碗，我就检

讨：“对不起，成了习惯就难改

了。让你久等了——不过，我笑

着说，我的习惯，跟你总是“依了

我”很有关系。”举个例子，教书

时我利用暑假给数学成绩差的

四个学生补代数课，你不但不反

对，还主动请缨负责招待中餐，

以便下午继续补。我边复习，边

教，后来补出了成效，家长送来

谢礼，我不在家，你谢绝礼品，处

理得很恰当呀！退了休，我按老

习惯给村里的孩子补语文或作

文，我没要过一分钱。在村民老

年学校讲课几年了，也没要过

钱。村领导不理解，我老老实实

地说，我读书时，从初中到中师，

享受党和人民的助学金，现在为

村里的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

的小事，这是应该的。每次说及

此事，你老人家总是满意地笑成

了一朵大菊花。

我们家有个堂老弟，烟瘾

重，半夜也要起来吸烟，不小心

烟蒂引发了火灾，一座好屋就毁

在他的一只烟蒂中……

所以，我常说：好习惯受益

一辈子，坏习惯受害一辈子，有

些人的坏习惯，害了他一辈子还

没觉察到了呢！这就太可怜了！

粗心往往失败，细心事事成

功。这都是个习惯问题。

习 惯
萧尊凡

我有时觉得退休的老婆有点俗，婆婆妈妈。

我们老友相聚浙江游回来，老友菲菲姐微信我说：

“云海，你老婆芳娣人太好了。”呵呵。

老婆好在哪里？聪明能干，勤俭持家，这我知道。哦

哦，身在俗世，我觉得她身上浸沾了一些俗气。老友的

话，让我把老婆的好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过了一

遍……印象最深的是老婆的善良和热心。

以前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式房子里时，性格开朗的老

婆就爱管闲事。退休后，她做了我们楼房的楼组长，一直

义务为楼里居民做着没有酬劳、只有烦恼的婆婆妈妈

事。百人百心，有时，居委会临时布置做的事，遇到楼里

个别居民不配合的情况，也让她磨嘴烦心，但老婆还是乐

观、豁达的努力做好。

现在，我们搬住进了环境优美的电梯房，一梯两户，

邻里间的联系，甚至连照面都骤然减少了。但老婆还是

怀着那一如既往的俗心。住进公寓房没有多久，她那自

来熟的性格，就与楼里上上下下的邻居混得脸熟。

最近，老婆在家里迷上了自制面包。她的面包不光

给家里人享用，还分送给楼里的邻居品尝。邻居赞她的

面包做的“好吃”，老婆就自夸地告诉我制作成果。我说

那是别人客气的说法，你不要笑的找不着北了。

不过，在我们的公寓楼里，老婆还真是一贴邻里相处

的润滑剂。偶尔，我吃着邻居送来的杨梅等时新水果时，

就会想起童年时我居住的地方，那隔壁阿姨或是伯伯端

送过来的一碗香喷喷的馄饨或是一碗生日大肉面……我

怀念这样温馨、飘香的邻里情。

愿今天更多宽敞、明亮的新式楼房里，都有这样充满

善良和热心的俗气。

我给老婆的“俗”点个赞！

我给老婆点个赞
周云海

晚上下班时，在小区门口碰到正在遛狗的刘阿姨，她

拉住我的胳膊，神神秘秘地说：“佟子，你知道吗，你母亲

在街上捡废品卖呢……”

怎么可能？母亲，捡废品！打死我都不信。母亲退

休前是镇中心小学的特级教师，退休后每月领着两千多

元的退休金，虽不是很多，但足以使她和父亲的晚年生活

丰富多姿了。一句话，母亲不差钱。

我步履匆匆地回到家，向母亲一问究竟。母亲坦然地

说，刘阿姨说的是真的，我每天都在捡废品。我一下子懵

了。“妈，你的退休金还不够花吗？不够花向儿子要啊，干

嘛要到街上给我丢人现眼呢？”我有些急不择言了。母亲

一下子怒了说：“捡废品又不偷不抢，怎么就给你丢人现眼

了？我倒认为，捡废品既低碳又利于环保，避免了资源浪

费，还额外地起到健身作用，是一举多得的光荣事呢……”

总之，那天我没能说服母亲，只好听之任之。每天，

母亲戴上一副手套，提着一只大蛇皮袋，上街去捡废品。

母亲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目光，在人流耸动的街上、休闲广

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里遛达，专捡路人扔弃的矿泉水瓶、

易拉罐和各类废纸箱、旧报纸等。等废品把蛇皮袋塞满

了，母亲便提到废品收购点去卖掉，换回一些皱巴巴的一

角、五角、一元、五元的零票子。晚上，母亲坐在灯下，戴

着老花镜，一角一元地把零票子叠整齐，放进一只小铁匣

里保管。

教师节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两个

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她们和母亲亲切地聊天，为母亲

揉着肩，帮母亲擦玻璃、拖地板……原来她们两个是母亲

用捡废品的钱资助的两个贫困学生。母亲说，明年她争

取多捡废品，再多资助两个。母亲的脸上漾着从未有过

的开心的笑容。

原来，母亲是在用最卑微的行动做着最高尚的助学

事业，我为我当初的浅薄而羞愧，更为能有这样一个捡废

品的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教师母亲捡废品
佟雨航

老妈退休后，生性好静的她每天除了买菜，晚饭后

出去散散步外，总是宅在家里。练练书法，做做瑜伽，

疲了倦了，就养养花草，在宁静中享受着恬淡人生。

老妈年轻时写得一手好字，打小太公就训练她用

毛笔写写画画。在太公的严格调教下，老妈慢慢练就

了过硬的书法功底。每年春节，我家的春联都是老妈

的墨宝。退休后，老妈有了更多的时间研习书法，颜

体、柳体无不模仿得惟妙惟肖。为了追求神似，老妈常

常对着一些历代书法大家的帖子凝思苦想，一边揣摸，

一边用手比划着。不懈努力下，老妈的书法形成了潇

洒大度、柔中带刚的独特风格。

酷爱书法的老妈，常常在书房里一待就是半天，有

时写累了，常常会洗了手，静静地坐在窗前，做一套自编

的眼保健操，然后，眺望一下窗外的风景，顺便晃晃脖

子、扭扭腰，并顺势进入下一个健身环节——做瑜伽。

老妈的瑜伽功是跟一个同事学的。她常常盘腿坐

在垫上，用意念调整呼吸，在一种空灵的境界中，时而

伸伸脖颈，时而展开“双翅”，如一只轻灵的仙鹤，落在

碧绿的原野上。抬腿、弯腰、劈叉，老妈灵活得像一只

松鼠，举手投足间根本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

除了研习书法、练练瑜伽，老妈还有一个挚爱，那

就是养养花草。一有余暇，老妈常常会踱到阳台，小心

翼翼地去伺弄那些“宝贝”。一会闻闻花香，一会除除

杂草。桂花开了，她会采些下来，晒干泡茶喝。金橘挂

果了，她会摘下来，洗净了送给家人品尝。

别看老妈整天宅在家里，好像不擅交际，可一到外

面，儒雅的举止，洒脱的气质，让人一看就是一个书香女

子。也许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缘故，一到社交场合，老

妈举手投足总是给人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的印象。用老

妈的话说：“好的气质不是靠宅出来的，得靠静心去养。”

如今，宅在家里的老妈，每天充实而忙碌，宁静而

快乐。

老妈的幸福“宅”生活
刘昌宇

父亲退休后闲不住，仍时常出门打一些短工，因为

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我偶尔地便会过去陪她聊聊

天，有时候索性在那吃顿饭，然后一待就是一下午，只

为了等到出门一天的父亲回来，可以和他说上几句话。

有一天，天渐夜色，在外打工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原本我是心疼父亲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看父亲那疲

倦的样子，我莫名的就生了气。父亲辛苦了一辈子，领

着一份不错的退休工资，也该好好歇歇了，他的“闲不

住”让我非常难以理解。

看着父亲，责备之语正要脱口而出，却见父亲憨厚

地笑着，慢慢地从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塑料袋，再

等他小心打开袋口，我才看清袋子里放的是一块月

饼。看着我纳闷的样子，母亲解释说：你爸干活的那

地，每到下午三时有点心发，两块小月饼就着白开水，

填饱了肚子干活才带劲。不过，你爸他有心，老是自己

舍不得吃，非要每天带一块回来，就想让我也尝尝。母

亲的话蓦地让父亲着了急，父亲说：哪是舍不得吃？是

吃不了，吃不下总不能浪费吧，干脆就带回来。

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的父亲虽然年过花甲，可依

然能一口气吃下两碗大米饭，父亲常说，能吃饭才是身

体好，才有力气干活。可就是这样大饭量的父亲，却吃

不下小小的一块月饼？这可能吗？看着那块月饼，再

想到以前，我一下子像是悟到了什么。

吃过晚饭，我在厨房里给母亲帮忙。母亲突然地

便笑了，她说：你知道吗，你爸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哪怕

一块月饼一粒糖果，他也会想着家里的人。他现在辛

苦，也想要多攒点钱，就怕给你添负担加累赘……听着

母亲的话，我蓦然间眼眶浸湿：感谢母亲，也感谢那块

月饼，让我终于读懂了我的父亲，读懂了那藏在月饼里

的浓厚的爱。

藏在月饼里的父爱
管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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