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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子公司组织旅游，她想
带公婆出去看看世界。跟公公一
说，公公的火气立马就上来了：

“有什么好去的，那么远，有啥好
看头？去那么多天，生意不做了？”
而婆婆也叹气，她说自己晕车，每
次回来后要难受好几天。

公公婆婆经营了一家小店，
生意很忙。公公早些年中风，不能
走远路，所以他对步行极其反感，
特别是出远门旅游。他认为，就是
在家里看看电视，也比到外面旅
游舒服些。而婆婆也认为，只要不
坐车，在哪都会觉得很开心。

哪知大姑子却不开心了，数
落公公婆婆的不是。公公去也不
好，不去也不好，一家人闹得很
不开心。最后，还是公婆妥协了。
公婆旅行回来后，就不停地抱
怨，说去了外面一趟，人都快脱
了一层皮，其实在我看来，并不
是所有的父母都喜欢旅游，若是
他们不喜欢，这强求的孝道，也
不是孝道。

我觉得，给父母尽孝要“投
其所好”，我跟大姑子建议说，给
公公买块手表，给婆婆买个金手
镯，不久以后，大姑子果然给他
们买了这两样。公公戴上表后赞
不绝口，婆婆戴上金手镯后，整
天乐滋滋的。因为这些物品，是
他们一直想买却舍不得的。所以
投其所好，给父母想要的，才会
有效果。

一个朋友，非得把他的父母
接到城里来住。老人来城里后，
各方面都不习惯，吵着要去乡
下。而朋友觉得，自己现在生活
条件好了，可以提供父母更好的
物质生活条件，于是强行将父母
留在城里。劳作了一辈子的老
人，总觉得住着高楼不舒服，很
是憋屈，所以提出回家。

朋友向我讨教，我对他说：
“他们想回就让他们回去吧，乡
里的小院空气好，他们喜欢，就
随他们的意。以后你想他们，可
以多打电话，多回去看看。”朋友
听从我的建议，把父母送回去
了，老人家高兴得合不拢嘴。老
人回去后，种了小菜，养了鸡鸭，
朋友每次回去，都说父母精神状
态比城里要好。

给父母合适的孝道，这很重
要。只要投其所好，就能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父母喜欢旅行，
可带他们出去看看外面的精彩
世界，父母喜欢高档的化妆品，
可以送他们一些给他们美美颜，
父母喜欢时尚物品，可以给他们
多买新衣服，买新手机，添置平
板电脑，父母喜欢打牌的，也可
以陪他们摸几盘，让他们享受赢
钱的快乐。

“投其所好”尽孝道，才会让
孝心得以准确表达，才会让父母
体验到孩子的孝心，让他们感觉
到，虽然近黄昏，生活无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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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原以为有大把时间供支配，可以狠
狠地看电视了，谁知道年纪大了，眼神不济，看电
视总觉得累，再说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那些乱
哄哄的综艺节目，实在让人倒胃口。

于是朋友推荐我听某新媒体的有声书。听电
台说书，那是久违的往事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
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席卷半个中国，有108
家电台播出这部评书，听众超过3亿。我也加入
了收听大军，即使这样，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
将故事收听完整，心里窝火得很。我向朋友说了
这段经历，朋友说，那是老皇历了，现在的听书和
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保证你一听忘不了。于是我
在手机和电脑上下载了某新媒体的APP，我选择
了《安娜·卡列尼娜》。当传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
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我立马产生
了亲切感。

我一直喜欢阅读世界名著，在青年时代也看
了不少这类书籍，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有些书残
缺不全，给阅读带来了很大困难。曾经发誓有机
会一定重读经典，谁知现在阅读环境好了，人心却
极其浮躁，重读经典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现在
有人读书给我听，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啊。由
于有了演播者的再创造，加进了演播者个人的感
情和理解，当时一些耳熟能详的细节，现在通过演
播者的声音魅力，简直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于
是又陆续听了《复活》《飘》《红与黑》，还准备听《嘉
莉妹妹》《简爱》《茶花女》。有声书有各种播讲版
本，有单档，有男女双档，我喜欢有激情的演播。
听有声书，是利用碎片化的最好选择，将收听节目
下载，那就更方便了，洗衣、做饭、开车、坐地铁、睡
觉前，戴上耳塞，听上一段，听到精彩之处，或者没
有听明白的，可以回放，反复听，有的时候，还拿了
书对照。每听完一本书，再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
影，感觉完全不一样。听有声书，还有一个很大的
好处，就是可以互动，有声书也用上了“弹幕”。我
原来是很讨厌弹幕的，在一些综艺节目上，只见荧
屏上川流不息的弹幕，不仅画面难看，影响观看效
果，而且根本就看不清什么内容。可是有声书的
弹幕，不影响收听，听众通过弹幕可以点赞、讨论，
了解一点花絮，当然也可以吐槽。

现在，有声书的APP有上百个之多，有免费的，
也有付费的，所播经典中除了外国的，也有中国的，
其他诸如时事点评、职场攻略、麻辣点评等无奇不
有。在有声书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声
书，没有等候的焦虑，也不会有漏听的失望。

有声书，我生活中的好伙伴！

听有声书
郑自华

父亲退休后，整日里在家唉声叹气。母亲劝
了，说了，可却一点用都没有。母亲埋怨：“他整
日里只知道盯着我，害得我老年歌舞队的事一
点都干不成。”

母亲退休多年，心态早已调整过来，不仅
自己玩得高兴，还在老年歌舞队任领队。用她
的话说：“我这一天到晚忙得要命，哪有功夫去
管你爸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我也要跟着一
起生病。”

可是如果不管，母亲又怕父亲出点什么事。母
亲只好去歌舞队一天，在家休息一天陪着父亲说
话，帮他做饭，有时还陪他上街买些东西。

时间久了，母亲也有些吃不消了，于是也不
管父亲同意不同意，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母亲
一出去，父亲便看什么都不顺眼。等到了晚上母
亲回来时，两人便开始吵架。

他们一闹矛盾，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我了。
老公知道后，笑着说：“我啊，有办法让你

爸不再缠着你妈了。”“你有办法？说来听听。”
“你想想，以前他多忙啊，现在一下子闲下来
了，能行吗？咱们啊，只管给你爸安排一点既不
累，但又是他专长的活，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
着你妈了。”

就这样，我隔三差五地打电话给父亲，让他
帮我去图书大世界买书，再或者就是把家里弄坏
的小闹钟拿给他修，甚至连家里的账本都交给父
亲打理。还别说，这一招真管用。父亲不仅圆满地
完成了我给他交代的任务，相反，还针对我的家
庭开支提了许多合理化建议。

在那之后，父亲再也不缠着母亲了。如今我
这一招依旧在用，而父亲似乎也知道了这是我和
老公的计谋，可他却不说破。只是笑着说：“为丫
头干活，当爸爸的心甘情愿。”

给父亲找活
吕秀如

有人说，退了休不必再读书，读了书也没
用，又没有再施展的机会，用人单位也不要退休
人员，读书干什么，有时间搓搓麻将，听听音乐，
唱唱歌，散散步多好。

事实上，有不少老人很少去读书，不是钓鱼
就是搓麻将，我们小区，老人不少，订报纸看的
退休人员只有几个。

我认为，退了休，还是要读读书，不能丢书
本，书是好东西，退了休若不读书，时间一长，以
前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会忘得一干二净，再说，不
读书，自己的思想观念很难跟上时代步伐，很难
接受新生事物，人老，本来各方面不如年轻人，
再不读书，就更不如年轻人，思想会僵化。所以，
退休后，还是要读书。

以自己深切体会，退休快两年，我每天没离
书本，不是看报，就是手机上读别人的文章，每
读一篇文章，就有不少收获。读到好的文句，好
的故事情节，精神亢奋，心情愉悦起来。

退休后，两项要坚持。一是每天参加适当体
力劳动，既锻炼身体，人不会懒惰。二是每天坚
持读读书，年纪大，身体吃不消，做不到多读，但
必须每天要读。读书，能健脑，增加记忆，又丰富
知识，过去学过的一经重学，更牢固。

一位我读中学时的老师，八十三岁，那天散
步碰上他，他得知我退了休，感慨一番，说岁月
不饶人，我的学生都退休了，看我老不老啊。退
休了，现在干什么？我说，种种菜，看看书。他点
点头说，是要读读书，不要以为退休了，不再工
作，就认为读书没用，发挥不了作用，就不读书，
那就大错特错，退了休，还要多读读书，你看，老
师老了，可我每天坚持读两小时书，我读的书，
有报纸，有杂志，还有自己从书店里买来的新
书，有时还动动手作作笔记，这样学得牢。

我露出惊讶之色，我说，罗老师，你这么大
年纪还保持着读书习惯，真不错。他笑笑说，以
前在教学岗位上，忙的是如何教好学生，天天看
的是教学专业书，退休后，不同了，读书范围广，
什么小说、散文、故事，我都看，连诗我都喜欢
读，我教数学的，退休后我通过自由阅读，还对
文学感起兴趣来，喜欢文学的人，不易老，生活
也有诗意，遇事想得开，文学滋养人的身心，特
别老年人，多读文学方面书，更能长寿。所以，退
休后，多读读书，不论从哪方面都益处多多。

我说，老师说得对，我现在坚持每天读两小
时书，还坚持写写小文。发表了一些。他一听我
写文章还发表了，露出惊讶之色，连连说，好好，
做得对。

后来我听别人说，罗老师逢人就夸我退了
休还喜欢读书、写作，是他心里最喜欢的学生。
我一听，心里喜滋滋。退休后，我认真读着书，只
为疗心，为提高自己，充实自己。

退休后也要读书
刘庆明

一天晚上，我和退休了的兄弟在广场
散步，闲谈中，东拉西扯的，就扯到白居易
的《长恨歌》来了，都慨叹诗人为了充分描
写人物的感情世界，而那样不惜笔墨，那样
细致入微，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说着说
着，我就情不自禁地轻声诵读起来：“君臣
相顾泪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
皆依旧，未央芙蓉太液柳……”这时兄弟打
断我，说：“停一下，读倒了一个词，是‘太液
芙蓉未央柳’。”我笑着说：“真的，芙蓉是在

‘太液’里，柳是在‘未央’，多亏你‘勘误’。”
是的，是兄弟，就可以不避讳地勘误指瑕。

我诵读了几句，他接着读：“夕殿萤飞
思悄然……”，我打断他说：“是思 qiǎo
然，而不是思qiāo然，‘悄然’在这里应是
忧伤的意思。”他说：“我倒没注意‘悄’字还
有第三声的读音。”他读了几句，就停下来，
说下一句忘记了。我就接着读。“中有一人
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闻道汉家天子
使，九华帐里梦魂惊。”他打断我说：“中间
漏了两句，‘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
双成’。”我说幸亏提醒。

我继续读下去，他忍不住了，也跟着读起
来，于是单个儿读变成双人齐读。其间，一方
有读错的地方，另一方如果发现了，会说“暂
停”，指出后再齐读；一方被卡住了，好办，跟
着另一方读就是，不怕谁说滥竽充数。还别

说，双人齐读就是比单个儿读有味道，声音形
成共鸣、显得有厚度以外，似乎也更能体现出
与作者、与诗中人物的感情共鸣。

这确是很有乐趣又很“高雅”的活动。
还是“下可为例”的。我俩不住在一个社
区，分手的时候，我想约定第二天晚上背诵
的内容，但又想，不好，那成了一种负担。
后来的情况是，两人会面以后，谁开头诵读
起一首来，另一个就跟着读，当然，其中一
个也许不完全能够背诵，但不要紧，能读几
句算几句。也有一个人诵读的另一个人以
前没读过或很生疏，也不要紧，可以听，可
以欣赏。有时诵读完一首，我俩还议论，反
正是“内部交流”，一方不赞同也不要紧。
有一次，兄弟诵读完王安石的《梅花》：“墙
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我说：“这首诗第三句是败笔。是
雪不是雪，早就知道的，梅花与雪终究是不
同的，那样一写，浪费了四分之一的篇幅。
第三句应该写别的内容，来增加诗歌的内
涵。”他说“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有“和而不
同”的意思。这也是兄弟俩在一起的好处，
要是“外人”，只怕或违心地附和，或讥诮为
妄议，或嘲笑为不知天高地厚的。

当然，这是一段时期内我俩散步时找
到的乐子，后来，所谓高雅的非高雅的乐子
也还不少。

这样一种乐子
黄三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
间。年轻时无论在学习、工作上一直是用加法，肩
上加担子再加担子，有时候真要压得趴下了还想
再努力一把。如今步入了老年，就要用减法了，要
停下来，靠一靠岸，养一养神。平静而自然地等一
等，看一看，慢一慢。

首先要降低心气，勉为其难的事能推则推，力
不从心的活动能减就减，能不做就不做。

坐着会打盹，躺下睡不着；眼前的事记不住，
过去的事淡忘不了……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人
的身体犹如一部机器，在天长日久的运作中，功能
将不断地退化老去，早已不及当年。人到老年，工
作不再像年轻时有充足的体魄和精力，来不得拼
命苦干，只能有选择慢慢地干。而生活也要学会
享受慢生活。

其次要调低目标，一切顺其自然会心身快
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人的一生总会有未
了的心愿。人老了，要减少年轻时的争强好胜，在
善待自己的问题上，我悟出三句话：“看得惯，想得
开，忘得快”。在善待别人的问题上，也悟出三句
话：“多看别人的长处，多记别人的好处，多想别人
的难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少些闷气和倔气，
多些安逸和自在。“尽人事，知天命”，足矣。老了，
看透了，想通了，才是最快乐的人生处世秘诀。

再则把金钱看淡点，不必过多地积累财富。
年轻的时候，我们努力打拼，既为了心中的理想，
也为了多挣钱养家糊口，为将来的日子过得好一
些创造条件。如今，老一辈大都离去，儿女已独立
门户，无需再多操心，曾经负荷超重的担子放下
了，生活节奏可以放松了。剩下的，应该是如何善
待自己，好好为自己潇洒活一回。对养老金，别舍
不得花。用林则徐的话说：“儿孙若如我，留钱做
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儿孙不如我，留钱做
什么？愚财，益增其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如
此，才能真正安度晚年。

殊不知，人生要拿得起放得下，老了学会“放
下”，学会“舍得”，学会“不执着”。就要学会做减
法，你的痛苦会减少，你的快乐会增加；你的疾病
会减少，你的健康会增加。

老了不妨做减法
郁建民

最浪漫的事 陈子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