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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逛街，我看到一个熟悉
的身影由远及近，原来是大军。
大军的朋友本来很多，但前段时
间，他在一片非议声中把老父亲
送入了敬老院。从那以后，大伙
对他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
弯。大家一致认为，不论再有本
事，只要不孝敬老人，这样的朋友
也绝不可交。

我佯装没看到大军，可他早
就看见我了，站在马路对面喊：

“哥们，干吗去？”看到他那一脸
的笑，我心里很不舒服，正要开
口敷衍他时，他却从马路对面跑
了过来，把牛奶和一大包营养品
放在地上。我问他：“你这是去
干什么？”大军嘿嘿一笑：“去看
我爸啊！”“你心里还有你爸啊？”
我没好气地说。“看你说的。”大
军顿时尴尬起来，“没事的话陪
我一起去吧！”

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于是和他一起前往。
这 是 我 生 平 第 一 次 进 敬 老

院，健全的设施，豪华的装修，满
院的红花绿树，环境一点儿也不
亚于度假村。在一个名为“怡然
阁”的亭子里，几位大爷像孩子一
样，正为一步棋而争论不休；喷水
池边，几位头发花白的婆婆，在优
美的旋律中闭目养神。

大军见我看得出神，得意起
来：“怎么样，不错吧！”我回过神
来：“这里再好也不如家里好！”很
明显，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比刚见
到他时善意了许多。

在大军的引领下，来到后院，
我老远就看到了他父亲，正和几位
老人在一棵大树下神侃呢！看到
我们，老人兴奋地朝这边挥手。

“爸，聊什么呢？”大军蹲下
来。“跟你几个伯伯说话呢！”老人
回答。“爸，上次给你带的牛奶喝完
了吗？”“没呢，你来了才几天啊！”

“嘿嘿，没事就喝两袋。”“这几天怎
么样，业务顺利吗？别太累。”老人
关切地问。“还成，爸，你不用担心，
我心里有数。”已过不惑之年的大
军说出这话来，像个孩子。

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起身告
别。没走几步，身后传来几个老人
的赞叹：“老弟，你这儿子确实不
错，不超3天准来看你，唉……现在
这么体贴的孩子难找喽！”

我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把
老父亲送到这里来？是不是因为
这里条件好？”大军憨憨一笑：“这
些不重要，关键是我想给老爹找
个‘群’，以前他在家的时候，整天
一 言 不 发 ，更 别 说 有 个 笑 容 了
……”

大军告诉我，进敬老院是老父
亲先提出来的。刚开始，他也是死
活不同意，就怕落个“不孝顺”的名
声，但看到老人整天在家长吁短
叹，无所事事，并不快乐。于是，打

算把老人送到这里来试试，没想
到，来到这里，父亲马上像换了个
人一样。

我回过头，几个老人正笑得
前仰后合。看着老人们如花的笑
靥，我不禁思绪万千。毋庸置疑，
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
究竟什么是孝顺呢？一般人的理
解，孝顺就是让父母长辈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就行了。这当然是
对的，我想，还有最根本的一点，
那就是“顺从”老人的意愿。为什
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人的需求
除了吃穿住行之外，还有一个最
基本的自由。

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绝大多
数都是到了晚年才得以从生活和
家庭的重荷之中解脱出来。作为
子女，我们只要有时间，有相应的
经济实力，有那份孝心，就要尽最
大努力帮助老人去实现一生中没
有实现的理想、心愿。

养老院里的“朋友圈”
翟 杰

不久前，笔者曾采访过一位80多岁的
老人，自从退休后他仍坚持每天读书写作，
甚至还出版了专业著作，其旺盛的精力令
人惊叹。

由于人体机能的逐浙减弱，视听活动
功能相应下降，生活中常有一些老年人以
自已身体不方便为借口，长时间把自己关
在家中，几乎与外隔绝。缺乏与外界沟通
的后果就是进一步加重老年人的心理负
担。部分老人退休后，觉得无事可作，总解
脱不了退休失落感，对身心健康造成了极
大负担。

判断一个人年轻还是衰老，有两个标
准。从生理上看，就是实际年龄，这是绝对
的。从心理上看，就是精神年龄，这是相对
的。一个人整天无所事事，忧郁寡欢，就会
未老先衰。一个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心
态和精神就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这就
是年轻的老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一
个年轻的老人呢？

“心态年轻，保持乐观。”心态年轻、乐
观，就能正确对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既不为无端琐事而忧虑焦躁，也不为一时
得失而牵肠挂肚；就会生活有目标，有奔
头，精神轻松而愉悦，日子过得如鱼得水，
称心如意；就会有广泛的爱好和兴趣，走出
小环境，融入大社会，享受生活，品味人生。

“活到老，学到老。”长命百岁是很多人
的理想寿命。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那就是长寿的作家，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
就我们熟悉的作家巴金、冰心、臧克家等，
均以将近 100 岁的年龄辞世。杨绛、文怀
沙、马识途则都在一百余岁时仍然发表一
些作品。这就说明，老人退休后，不能在家
闲着，要找点事干。人的身体有很大的潜
能。用则进，退则废。

“爱修饰、爱打扮”。人必然要老，但心
要保持年轻。因为人类修饰衣着与容貌，
对身心健康是十分有利的。老年人尤其，
通过适当的修饰和打扮，会显得风采依旧，
进而产生一种愉悦感，增加自信心和活力，
感到自己不那么老了。喜欢修饰打扮的老
人，心情都比较愉快。因此，抗衰老能力就
会增强，患病率就会比较低。

“让婚姻永远年轻”。对老人来说，老
伴儿健在是最大的幸福。几十年相濡以
沫，风风雨雨走过来不容易，少年夫妻老来
伴，要十分珍惜，十二分守护。老年夫妻要
互相欣赏体贴 ，还要互相照顾，搀扶共度
晚年。老年夫妻的感情不应该是一潭死
水，应该有点浪漫和惊喜，如老伴过生日或
结婚纪念日，应该送给她一束鲜花和礼物，
或穿上礼服，披上婚纱，摄影留念。人老
了，婚姻仍要鲜活，永远年轻。

长命百岁固然是人们的普遍追求，生命
质量更应为我们所重视。我们要做一个年轻
的老人，振奋精神，过得开心，活出精彩。

莫让岁月

带走年轻的心
梁 正

合个影 张楠 摄

我所在的小区以老年人居多，文化娱乐活动较少。居
民不用说邻里互助，甚至连楼上楼下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大
家都难解孤独寂寞。

前不久，社区在我们这里成立了一支老年舞蹈队。没
成想，这样一项再普通不过的集体活动，竟然一“出世”就显
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直至吸引得临近小区的年轻人和小朋
友也登场与老人们共舞。

老年舞蹈队不仅让老年人收获了健身之乐，还为其他
居民提供了可供分享的文化大餐。随着乐声响起，场内无
论男女老少，都纷纷踩着鼓点，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自我，尽
情享受着力与美完美结合的愉悦和幸福。一场舞蹈结束，
还有余兴未尽者争相表演二人转、京剧等小节目，引起场外
不时传来欢笑声和喝彩声。

老年舞蹈队更为和睦邻里关系提供了平台。活动时，
大家都互教互学，切磋技艺，从此有了共同语言。活动散场
时，大家说得最多的话是：老姐妹，明天见；老哥们，有事吱
声啊……现在，邻居们楼内楼外相遇，侧目而过的少了，主
动打招呼的多了；陌生的变得熟悉了，熟悉的更加亲近了；
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少了，相互关注
乃至帮忙的多了……

邻里本该是个大家庭，集体活动则让这个大家庭有了
向心力，更具凝聚力。所以，把居民尤其是闲散的老年人组
织起来，让他们多参加一些富有文化含量的集体活动，是建
设平安社区、幸福社区的重要内容之一，须引起有关方面的
关注和支持。

邻里是个大家庭
常占国

婆婆是一个传统却不古板的人，思想认识很是新潮，每
天都笑眯眯的，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能够积极乐观地去面
对，无论什么困苦的窘境，都能够找到乐趣，给自己也给别
人带来很阳光的感觉。

有段时间我的工作到了瓶颈期，整个人都很颓废，也很
消极，脸上不再有笑容，动不动就对着孩子发火，对婆婆做
的饭菜挑三拣四，弄得家里一片狼藉。

婆婆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没有指责我，只是选了一个
阳光明媚的休息日陪我去逛街。

一路上我都是低着头，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脑海里还在
想着工作上的烦心事。婆婆却满脸笑眯眯地给我介绍起路
边的风景：“看，那边又开了几朵花，是黄色的，多漂亮。那
边有家新开的小吃店，一会累了咱们去尝尝……”在婆婆不
厌其烦的解说下，我抬起了头，看到了路边的风景，那新开
的迎春花好美，生气勃勃的；还有那边蹒跚学步的孩子，像
一只小鸭子；空气里有淡淡的花香，几朵白云漂浮在湛蓝的
天上，这真是一个散步的好天气。

婆婆看我抬起头注意起路边的风景就趁热打铁说：“多
出来走走，看看风景，人的心情就好了，有了好心情才能好
好工作。你啊，要多笑一笑，别人看着舒服，你自己也觉得
舒服，好运自然就跟着来了。你看我，大大咧咧，没心没肺
反而活得自在。”婆婆的话像小锤子，一字一句都敲进了我
心里。

我开始尝试着去微笑，不管是同事，还是客户，还是
孩子我都微笑着去面对，一件件难题都在我的微笑里化
解了，工作顺利了，孩子也和我亲近起来，整个人也变得
神清气爽。

婆婆帮我解“心结”
杨丽丽

我也曾欣赏过少年的风华正茂；青年
的朝气勃勃；中年的沉着稳重……

现在我却欣赏我自己，欣赏我老了
真好！

有人会问：“老了有什么可欣赏的？”
夕阳再好，也是黄昏，我要说老有什么不
好？无情岁月染白发，似箭光阴刻皱纹。
岁月夺走了我俊美的容颜和强壮的体魄，
但赐给了我一颗明净淡然的心。

我欣赏，我老了才有清闲的时空和淡
泊的心情。

人老了，无官一身轻。不再受朝八晚
五的时间限制了，可以自己的时间自己做
主；可以把一向不重视健康问题放在第一
位了。早慢跑，晚散步，啤酒肚小了，体重
减了；过去的争强好胜已经消去，无名可
争无利可夺，心情淡泊了；少了很多的怨
气、闷气和倔气，多了很多的安逸和自在，
心静了。退休前人们对我的称呼是职务
或姓加职务；退休后人们对我好像没那么
热情了，连称呼也变了，都在姓的前面或
姓的后面加了一个老字。刚开始听到这

样的称呼深感不适，甚至嫉妒。现在好
了，觉得那些计较是多么无知和可笑。现
在可以说是：心静脑健身体好，天伦之乐
好逍遥！

我欣赏，我老了有了自豪的资本。
我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从懵懂

到睿智，从一个孤儿到正处级公务员。
在部队我作为先进连队的代表，到天安
门东南观礼台参加过国庆观礼。到地方
后也曾被评为湖南省先进工作者，被省
政府荣记二等功，被评为市优秀共产党
员和市先进工作者，可以说是功成名
就。这些在我在职时宣嚷就会被别人说
是自吹自擂，然而现在老了，可以说这些
都是自豪的资本！

我欣赏，我老了懂得谦虚的情操和
自省。

年轻时，风华正茂、青春逼人，哪能不
骄傲？老了才知道，年轻只是一种自然状
况，何傲之有？那种幼稚，那种鲁蛮、那种
轻浮其实就隐藏在骄傲之中。当老了回
头一看，才猛省到那是何等可笑，于是谦

虚的情操油然而生。当一切归平静时才
感到自省是年轻时最缺乏的一种涵养，这
种老年自省就慢慢沉淀为一生的经验总
结了。

我欣赏，老了才有了心灵的归属，才
有了放弃的智慧和宽容的大度。

年轻时，因顾不得家和家人而失去了
好多的亲情、温情和温馨，老了才知道人
的归属是家，家才是心灵唯一的港湾。

放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美德，唯有
舍得放弃才会永远占有。这个道理老了
才明白。

年轻气盛时，容不得他人。嫉妒之心
“红眼病”时常缠绕：老了就看淡了，对什
么事都能宽容了。

人老的过程，就像一株幼苗长成大
树，一滴清泉汇成大海，一撮尘土聚成高
山，这个过程是多么辉煌。

人老了，可以静看花开花落，闲观云
卷云舒，如秋天的枫叶一样火红，似冬天
的雪花一样纯洁。

老了，真好！老了真的值得欣赏！

我欣赏，老了真好
潘文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