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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上，那条抱怨垃
圾桶丑陋的微博，引起了对
父母审美观的全民讨论，已
经成为了热门话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老
年人这种奇特的审美观？这是
知乎上一名大学生的提问。截
至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被浏览
了4000多次。网友对这个提
问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有的
网友说是年龄造成的，有的说
是时代造成、文化程度造成，也
有网友表示，这个问题首先就
充满了偏见。

陈牧是一所中学的美术
老师。为什么老年人的衣服看
起来总是很“土”呢？陈牧也经
常思考这个问题。她认为，

“土”是一种表面现象，这可以
折射出老人的阅历。她认为，
如果老人年轻时经历过生活困
难，那么他老了之后很可能就
不会对衣着太注意。而且，由

于美育教育得不到重视，即使
是经济条件好了，很多老人也
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品位。

“无论老人的审美如何，在
参加朋友聚会，出席一些比较
隆重的场合时，都非常希望能
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她说，很
多老人会把家里的衣柜打开，
一件一件地开始倒腾，反复地
问这样穿是否精神，这就能够
说明老人内心的愿望。她说，
她虽然不会为老人买衣服，但
是她会在着装上给老人建议。

“很多老人年轻时没有
条件去穿得很时尚，到老的
时候思维已经固化了，很难
改变。而我们这代人年轻时
就很时尚，到老了也就会很
时尚。我们年轻人可以帮助
老人做一些改变。”丁国良
说，他的这组照片是展示一种
观念，不光给老人看，也是给年
轻人看的。 （王琪鹏）

时代审美 与其吐槽 不如帮助老人改变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年轻时的
我，我觉得我当年不够充实，鉴赏力
不足，自大无知，缺点数之不尽。看
以前的照片，只对自己高瘦的身材
有点怀念，还有剩下的那点愤世嫉
俗的忧郁。

人类都会老，老并不是一件可
怕的事，但是老得顽固和老得懊恼
就不值得活下去。我们有肉体年
龄和精神年龄，家父说他 50 岁之
后，生日便开始倒数，所以今年算
起来才20岁。

反而，看到生活刻板，不苟言
笑，毫无嗜好的年轻人，他们才是真
正老了。

又老又胖的男人，很失礼吗？
那是信心问题，不以财富衡量。家
庭清贫，但衣着干净，不蓬头垢发，
黑西装上没有头皮，指甲修得整齐，
是对自己的尊重，别人看见也舒服，
与胖和瘦无关。

人生必经之路，迟早
到 来 。 等 它 来 临 时 ，不
如 做 好 准 备 ，享 受 它 的
宁静。

人总得向自然学习，最
好临终之前，发出花香。

自觉守旧，但与青年
人相聚时，发现有了代沟：
我要在工作时拼命，我要
在休息时狂舞。他们却要
将二者混一，并引证种种
哲学。我只感到他们老
成，我较年轻。

年纪大了，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尽量地少说假

话，少骗人。
我们会发觉讲真话，是多么舒

服，多么过瘾。在我自己的例子，竟
然可以用讲真话闯出一个名堂。

老，必须老得庄严。
老，一定要老得干净。
老，要老得清香。
是否名牌已不重要，但天天洗

濯烫直。衣着是对别人的一种尊
敬，也是对自己的尊敬。

皱纹是自傲，但须根应该刮净，
做一个美髯公亦可，每天的整理，更
花费时间。

年轻人说：你们老了。
不，不，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

们只会变得更好。
但愿自己能像红酒，越老越

醇。一股香浓，诱得年轻人团团乱
转。一切看开、放下，人生豁达开
朗，那有多好！

（蔡澜）

我们不会变得更老，只会变得更好

每到订报刋的日子，人家是订报刋的找上
门，而我是主动找送报的订报刋，生怕错过订报
刋的最佳时机。因为报刋给了我太多的乐趣。

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第一天早上就感觉
到似乎缺了什么，仔细一想：原来是看报。过去
在单位，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翻看刚送到的报
纸，以了解各方面的信息。我赶紧到街上去买
了两份报纸回来，一边品茶，一边看报，退休的
寂寞空虚感一扫而去。

在报刋上，我还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乐
趣。报刋上经常刊登一些部门和公司的问卷
调查，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填了一份寄了去，不
久收到一件礼品，原来是上次填的问卷调查表
得了个奖。这以后，凡是有此类表我均填，三年
下来，居然得了十几次奖，家里用的茶壶杯盏、
伞、提包、电热毯、电暖包、电动梳均是得奖所
得，当使用这些得奖的礼品物件时，心里分外得
意和高兴。有一次儿子说要去某饭店吃香辣
蟹，我蓦地想起近日此饭店正好在报上登过一
个题花，凭此题花去吃饭可优惠，我将题花剪了
递给儿子，儿子将信将疑地接了过去。儿子从
饭店回来后，一进门，就高兴地冲着我说：“妈，
你给的那题花还真能用，不仅优惠了，还送了免
费的啤酒，我原来总以为报上登的这些东西是
玩花哨，当不得真，谁想到，还真能用呢。”

我每天看完报刋后，专门把有关医药健康的
资料剪下来，凡听得亲友和街坊邻居有什么头疼
脑热、疑难杂症，就回去翻我的“健康资料本”，
嘿！还真帮人家解决了不少问题。为此，我在小
区落了个好人缘，人家都说我是热心肠的活菩萨。

订报刋的乐趣太多了，我三天三夜都说
不完。

退休爱看报刊
高延萍

孙女自上幼儿园后，小嘴里三天两头常
有新词，近日她又迷上了“拉勾勾”。

周五，从幼儿园接孙女回家，一路上蹦蹦
跳跳的她途中突然停下，忽闪着两眼向我提
出：“爷爷，明天带我去公园玩好吗？”“噢，没
问题！”我随口即答。“那我们拉勾吧。”我故作
疑惑：“为啥要拉勾啊？”“拉勾就是说过的话
不能耍赖！”于是就大手“勾”小手。此后祖孙
俩乐此不疲，经常玩“拉勾勾”游戏。

孙女喜欢看“米老鼠”、“黑猫警长”等幼儿
电视。怕影响其视力，儿子儿媳便严加控制观
看时间。她在爸妈处占不到“便宜”，来我家曾
一度撒娇并蛮缠，企盼“放宽政策”而没完没了
地看电视。我则好言好语又不失严肃地告知：

“看电视必须先吃好饭，并不超过半小时。如同
意就拉勾，不同意就拉倒！”而猴精的小孙女也
总会先皱起眉头像模像样地略作思考，而后伸
出小手与我“拉勾勾”。

如今，孩子的物质需求大都能得到满足。
但有的年轻父母培养孩子重智轻德；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又因“隔代亲”而溺爱孩子，致使“小
皇帝”唯我独尊，蛮横撒泼等现象较为普遍。因
此，培养孩子必须从小抓起。“拉勾勾”虽是一种
游戏，却有助于孩子养成兑现承诺的良好品
行。关键是父母和长辈首先要做到“不耍赖”，
孩子才会去学习和仿效。

与孙女“拉勾勾”
奚荣平

享太极 促健身 张爱林 摄

老年人

怎么“潮”起来？
“你out了。”这是形容跟不上时

代潮流的网络用语。这一句话，正在
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形容老年人。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了
一张垃圾桶的照片，称妈妈买的这个
垃圾桶具有难以理解的美感，引发了
网上对父母的审美观的“全民吐
槽”。从拖鞋到沙发，父母购买的物
件几乎都被晒了一遍，这些物件的共

同特点就是“土”，过时了。
就连微信聊天中使用的表情

包，很多也被打上“老年人表情包”
的标签。“朋友你好”、“为我们的友
谊干杯”，这些中老年人常用的表
情包，在一些年轻人看来毫无美
感，简单到可笑。

老年人真的“out”了吗？老年
人就该是这样的吗？

时尚摄影师丁国良给 85 岁的
爷爷拍了一组时尚大片。他的爷爷
是福建山区的一位农民，平时穿着
朴素，因为常年干农活，饱经沧桑的
脸上全是皱纹，一双手上永远都有
新的口子。

在拍摄时，丁国良给爷爷穿上
了西装三件套，系上了格子领结，口
袋里的手帕也叠成了优雅的形状。
一位普通老农，因为换上了英伦范
儿的西装革履，一下子红遍网络，

“帅遍全世界”。
从“糟老头”变成“帅老头”，丁

国良对爷爷的“改造”，效果是非常
明显的。不过拍摄结束之后，爷爷
又回到了朴素的那种状态。“这只是

我希望的老年人的一种状态，我拍
这组照片是想告诉大家，不管是已
经老了的这一代人，还是即将老去
的我们父母的这一代人，也是可以
精致，也是可以时尚的。”

丁国良说，他之所以给爷爷拍
这样一组时尚大片，是因为他发现
国外的老年人都比较时尚，尤其是
衣着方面比较得体、精致。

这组英伦范儿的服装，都是由丁
国良挑选，领结也是他帮着打的，爷
爷并没有对这些衣服表现出明显的
好恶。“爷爷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给
他什么就穿什么。”他说，爷爷的重点
并不在享受这些时尚的服装上，而是
很享受陪伴孙子的过程。

脱下时装 “帅爷爷”变回“糟老头”

佳 佳 是 服 装 设 计 专 业
的硕士，虽然是科班出身，
但是给老人买衣服却让她
非常头疼。

“审美观不同。”这是佳
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她说，年轻人买衣服总是喜
欢素雅大方一点的，但是老
人买衣服就喜欢鲜艳的。而
且年纪越大，就越喜欢艳的，
她的爷爷奶奶 70 多岁，对她
买的“黑白灰”就不怎么爱
穿，反而愿意穿得颜色艳一
些，看上去更加年轻。

佳佳说，即便是过年，她也
没有给老人买过衣服，而是拿
出钱来让老人们自己买。“每个
年龄段的人审美不一样，你喜
欢的不一定老年人也喜欢。而
且尺码不合适、款式不喜欢的
话更麻烦。”她说。

关于审美方面的差异，
佳佳的感受非常强烈。之前

家里装修，妈妈让她在网上
挑客厅里的装饰品，佳佳想
买几幅油画，妈妈却想挂十
字绣，母女俩吵了几次之后，
后来佳佳干脆就不管了。

还有一次，佳佳去云南
旅游时买了一条漂亮的披
肩，结果回到家妈妈就说这
条披肩很丑，“穿不出门”。

几次和妈妈在审美方面
发生冲突后，佳佳也开始认
真思考这个问题。她发现，
老年人的衣着打扮往往都比
较过时，而商场里的中老年服
装，样子也几乎都比较“土”。

“当然，中老年人的服装可能更
强调衣服的功能性。老年人因
为身体的原因，会穿得比较厚
实一点。”她发现，与国外的

“花样爷爷”、“花样奶奶”不
同，很多中国老人关心的重
点是身体健康，对穿衣的要
求往往不是很高。

理念冲突 年轻人喜欢素 老人喜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