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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逞强接重任

刘阿姨退休前是一名公务员，见多识广、
爱好广泛。退休后过着养花、画画，加旅游的
悠闲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从去年儿子要
了老二之后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要老大的时候，找了一个保姆，一
直自己带。除非保姆放假，我们才过去帮几
天忙。”刘阿姨那时虽然轻松，但觉得没亲手
带孙子，心里还有点儿小失落。

前几年，独生子女放开二孩政策后，刘阿
姨也开始寻思这件事，一直撺掇儿子、儿媳再
要一个：“你们两个就是独生子女，将来要负
担4个老人，压力多大？以前政策不允许，现
在政策放开了，你们还不再要一个？”

儿子、儿媳担心工作受影响，生活品质下
降，一直犹犹豫豫，没有行动。

刘阿姨看着心里起急。在一次家庭聚会
时，大家又说起这个话题。儿子就说：“再要
一个，经济压力大不说，我们俩又都上班，谁
给带呀？”

“我们帮你们带。现在，我和你爸身体还
可以，帮你们把老二带到上学没问题。”刘阿
姨把自己当年“三八红旗手”的精神拿了出
来，觉得有保姆干活儿，自己又有时间和精
力，多个孩子，也多不了什么事儿，就这样一
口应承下来。

儿子、儿媳听刘阿姨表了态，解决了后顾
之忧，也乐得再添一个，争取凑个“好”字。

不放心只能累自己

如家人所愿，去年儿子、儿媳给刘阿姨生
了一个小孙女。孙子、孙女都有了，刘阿姨夫
妇乐得合不拢嘴，他们也按之前说好的，搬到
儿子家。

一开始，大家分工明确：儿子、儿媳负责
接送孙子上幼儿园；保姆负责专职带孙女，刘
阿姨的爱人负责采买，刘阿姨负责做饭。

可渐渐地，分工就模糊了。儿子、儿媳经
常因为工作，不能接孙子放学，刘阿姨的爱人
只能当替补了；保姆带孩子不上心，刘阿姨一
开始不好意思说，就要在后面打下手：奶瓶没
刷干净，刘阿姨默默再刷一遍；孩子睡着了，
被子没盖好，刘阿姨要不给盖，孩子就冻着
了。

这样的事儿多了，刘阿姨忍不住了，有什
么看不惯的，就直接和保姆说，一般的事儿，
保姆还都听，但就一件事，保姆和刘阿姨顶上
了。刘阿姨觉得，为了睡得好，孩子晚上可以
用纸尿裤，但白天就最好不要用。这件事刘
阿姨说了四五次，保姆就跟没听见似的。有
一天刘阿姨又说，保姆还抢白：“要不用纸尿
裤，我一天就什么都别干了，光洗尿布了。”

刘阿姨听了心里那叫一个堵：“我们一个
月3000元请你干什么？”但鉴于保姆不好找，
刘阿姨还是忍了，但她看不得孙女整天围着
尿不湿，不透气，白天就不给孩子用，但尿布
只能自己洗了。

后来，刘阿姨越想越觉得不合适，保姆什么
都干不好，我花钱不说，一天还要给她做三顿
饭，看她脸子。算了，不用她，自己带。于是，把
自己的想法和儿子、儿媳说了。儿子、儿媳原本
不同意，但拗不过刘阿姨，就同意了。

刘阿姨虽然一天到晚累得要死，但想想，
自己照顾得精心，孙女一天到晚笑个不停，就
觉得值。

出钱出力受埋怨

刘阿姨说，因为他们夫妻退休金高，一个
月有9000元左右。想着自己花不完，将来都
是他们的，将来给不如现在给。因此，他们搬

到儿子家后，保姆钱，买菜、买东西都是他们
花钱。儿子、儿媳主动给过，他们也没要。

“老人都这样，对儿女能帮就帮。我们一
个同事，儿子要了二孩，经济压力大，他们身
体不好，帮不了儿子，一个月补贴儿子 6000
元。等于除了生活费和买药钱，都支援儿子
了。”刘阿姨说。

受累不怕，花钱也不怕，就图个“顺心”。
但实际上，这样对于观念不同、生活习惯不同
的两代人来说很难。刘阿姨和儿子、儿媳住
的时间久了，矛盾就出来了。

前几天就因为“追着给孙子喂饭”这件小
事，儿媳妇不高兴了。“让孩子自己动手，哪怕
吃得乱七八糟，也是一种锻炼。”儿媳从来不
追着孩子喂饭，这顿不吃，只好饿到下顿，中
间没有任何零食。但刘阿姨不行，看到孙子
不吃饭，心疼不说，还起急：“孩子才4岁，不吃
饱了，影响发育。”

“我带孩子觉得自己观念挺新的，也有自
己的一套方法，但还是达不到儿子和儿媳妇
的标准，老嫌我带得不好，看孩子累了一天，
回来还得听‘批评’，甚至要看儿媳妇脸色。”
这是当初刘阿姨没想到的。

自己心里不舒畅，刘阿姨忍不住会和老
姐妹们唠叨唠叨，后来发现，很有共鸣。“微信
里，我们有个群，都是帮儿子、女儿带孩子的，
几乎每天都开‘吐槽大会’，大家说说，心里还
舒坦些，不然，要憋死了。”刘阿姨现在觉得骑
虎难下。

据了解，随着二孩时代的来临，因为职场
竞争激烈，不少年轻爸妈因忙碌把孩子交给
了老人，或是老人出于亲情需要，主动和子女
靠近，承担起带孙辈的责任。但不管是哪种
情况，因带孩子引发的老人如何安度晚年和
隔辈看护带来的家庭矛盾越来越多，像刘阿
姨这样“痛并快乐着”的老人成为很多二孩家
庭老人的普遍现象。 （李海霞）

许多人喜欢探究长寿秘诀，样样说法都
有，其实有个有趣现象蛮说明问题，就是长寿
老人在生活中大多有主动和互动的意识。

我母亲九十高龄，耳朵因早年职业噪声
影响而早衰，一个眼睛黄斑变性而失明，双腿
关节有些退变，但这些丝毫没影响生活自
理。原先我们担心她年老不便，不让多动，她
反而说：“现在老人多，和大家多接触日子过
得才适意。”每天，她坚持下楼和老人们“聚
会”，说说家长里短。

老母亲还特别爱看新闻，看书报。我爱
写作，发到家里的报纸、杂志也多，老母都会
翻阅，尤其是我写的文章，更是拿着放大镜看
得仔细。所以外面发生啥事体，她比搓麻将

和跳广场舞的阿姨妈妈还“拎得清”。
同事老秦在职时当领导，退休后面对数

字化的东西啥都不会，女儿看他像个外星人
也懒得教他。毕竟他当过带头人，自信自强
意识还是有，主动在老友圈内请教，渐渐地电
脑、智能手机都用上了，现在发微信、做链接、
自制音乐相册都玩得溜。通过互帮互学他还
交了不少新朋友，着实让女儿刮目相看。知
识多了人也活络了，回老单位同事都说他比
在位时更有精神了。他说精神好了，原来的
常用药也在减少。

事实说明，老年人只要主动与各类新事
物亲密互动，不仅人不会边缘化，倒是疾病被
边缘化了，如此的养老多有意义。

老人应做生活“主动者”
侯宝良

老了有什么好？
路走不动了，在家中怕出门，出门车子

多，撞倒了儿子“唠叨”：谁让你上街？为什
么不好好在家中待着，不知道街上车子多、
不知道骑车子的人都不懂礼，飞车撞了你还
怨你？儿子数说起来真有理，老爷子在床上
躺了三个多月，听了儿子三个多月的责怪。

老爷子心里想着“孩子，你也有老的时
候，你就会知道整日在家中不出门的滋
味。”他不怨儿子嘀咕，一个大活人能吃却
不能动，怎能就这么在家中？老人这两天
能下床了，不过儿子还不知道，他总是说躺
着别动，老人跌坏了难恢复。现在儿子上
班了，老人从床上爬起来，撑着站在窗口，
窗外人来人往，煞是热闹，老人已觉得自己
远离了这个世界，想当初，大早到公园锻炼
身体，然后去买菜，煮饭，带小孩。现在真
正老了，儿子不让出门，自己偷偷出了一次
门腿就被人撞断。

老爷子在窗口站久了，头有点晕，他不
知这是老了，身体不再那么硬朗。老爷子赶
紧上了床，儿子推门进来，他是没有看见老
父亲站在窗口，要不又要责怪起来。老爷子
很听话地吃着儿子端来的饭，本来他是可以
从床上起来坐到桌上吃的，儿子不让他起
来，说还要等几天，老爷子听着儿子的话，想
着自己刚才站在窗口，像孩子犯了错似的，
心里挺不是滋味，承认吧怕儿子数说，不承
认还真闷得难受。

儿子看着老爷子胃口很好，坐在一旁烟
抽得都多，“赶明儿你好了，我陪你去一趟上
海……”

“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
人老了，绝不像小孩，嚷着要去上海、到

北京，他们不知大人有多忙。老爷子不想去
上海，他也知道那儿这几年变化很大，已不
再像年轻时去过的那样，可老爷子知道儿子
忙，真不希望儿子放下工作陪他去。如果有
可能，他多么希望儿子能陪他到老家去看
看，也不知左邻右舍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老爷子丢下饭碗，看着儿子忙里忙外，
也够他苦的。老爷子很想帮他，心有余而力
不足。

老了也是一种美，儿子孝敬自己是最大
的福，他本来想告诉儿子自己已能下床，希
望他陪自己出外散散步，儿子够辛苦的了，
让他歇歇吧，老爷爷躺着，美美地想着自己
年轻的时候为儿子而忙着的情景。

老也是一种美丽
徐长顺

每当太阳升起时，我就到公园里慢跑，
春夏秋冬如一日，寒冬酷暑不退缩。晨练后
洗个热水澡，便去开启一天的新生活。

退休后，我就开始晨练，至今已坚持了
15年。

晨练，让我拥有健康体魄，并努力去开
创晚年新生活。

或骑单车到郊外垂钓。和煦的阳光，绿
色的田野，飞翔的小鸟，飞舞的蜂蝶，如优美
的风景画展现在眼前，愉悦了我身心。全神
贯注盯钓竿浮标，去掉了杂念，忘却了烦恼，
心平静如水。浮标动了，先轻轻地，进而愈加
激烈。大鱼上钩了！兴奋，快乐，斗智斗勇几
回合，才将大鱼拉上岸。此时，我已融入大自
然，变成了飞翔的小鸟、飞舞的蜂蝶……

或与老伴旅游放飞心灵。西湖美景，让
我吟起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
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
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立于长城上：“天
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
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
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
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中刚烈的民族气
魄鼓舞我积极向上，向往雄伟长城，而今真
踏上了！游九寨沟，“在离天很近的地方/
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她有着森林绚丽的
梦想/她有着大海碧波的光芒……”耳边响
起赞美九寨沟的歌声，是老伴在歌唱。去
游三亚、去游丽江……争取有生之年，游览
更多祖国大好河山。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生不也如
此吗？这是自然规律。但是，老年朋友当有
主观能动性，如我，积极锻炼身体，养成良好
生活习惯，以乐观豁达精神坦然对待生活挫
折，告别痛苦，远离疾病，用健康身体去开创
晚年新生活，留住夕阳美好，成就晚年幸福。

开创晚年新生活
陶绍教

人到了晚年，人生中已有了些许凉意和萧索。
年轻时，并不喜欢“五四”这个日子。虽说

这是个专门为青年设置的节日，但每次过“五
四”，心中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触。那些年，总有
些依样画葫芦的味道，看着别人过节，自己也跟
着过。

毕竟，年少轻狂的岁月里，最不缺的就是青
春。人在年轻时，总觉得时日漫长，未来有大把
的青春，可供挥霍。至于不惑之年，乃至之后，
都是遥不可及的事。于是，对“青春”二字的价
值，也就看得淡了。

直至后来，过了不惑之年；再后来，走过了
花甲之年。每年的“五四”，都令我有些忐忑，又
有点感伤。奔晚年，这一路上，时光的脚步快得
不可思议。总盼望着，慢点，再慢点。

可尽管如此，岁月驰骋的脚步，却未曾停
下。于是，年年惶恐，年年过“五四”。直至如
今，随着心态的改变，才渐渐有了不同的想法。

人的一生中，每个阶段都有着缺憾。那段
属于“五四”的岁月里，亦是如此。年少轻狂的
时光里，一心奋斗打拼，摸爬滚打，在利益与抱
负中辗转千回，深陷世俗的泥沼，难以自拔。
唯有到了人生的夕阳，一颗心历经沧桑，浮浮
沉沉，猛一回头，细想过往的人生，才恍然大
悟，人生短暂如梦，利益和钱财如过往烟云，转
瞬即逝。

这么一想，“五四”过后的时光，也就不那么
感伤了。此时的自己，不敢再妄谈青春。但岁
月，是一把能让人超然物外的刀。这把刀，在渐
行渐远的时光中，割去了我们心中的欲望和顾
忌，留下的是真实与淡然。

所以，尽管如今已走到人生的夕阳，但我
依旧年年过“五四”。只是，此时的“五四”，在
我眼中没有了伤感。回忆过去，不无缺憾，但
更多的是豪情；纵观当下，不再年少，但心中满
是感恩。

这样的“五四”，如当头棒喝，提醒我珍惜不
再年少的如今。只要拥有这样的心态，哪怕人
生走过了“五四”，夕阳也依旧能有绚烂的风景。

人到晚年过“五四”
郭华悦

“舞”出晚年活力 陈飞 摄

看护“二孩”老人成主力
如果没有老人答应帮忙、做后盾，谁敢要“老二”？随着“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

年轻父母在工作和经济的压力下，不能全身心顾及孩子，本来处于“帮忙”角色的老人
渐成孙辈看护的主力军。这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本是心甘
情愿承担的“甜蜜负担”，不过，因为儿女要求高、观念跟不上、自身年纪大等原因，现
实中很多老人深感身心疲惫，甚至陷入出钱、出力，还经常落埋怨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