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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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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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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伟民

! ! ! !对于社会上“老年人要识相”的说法，我
很不以为然。

我虽然已经是“奔七”的年龄了，四年前
查出直肠癌，术后一年又肝转移，再次手术，
前后十六次化疗，虽然现在恢复得不错，但毕
竟身体大不如前，在一些人的眼中，我似乎应
该“识相”点，少管闲事，养养身体了！但我偏
不！也许是年轻时练过武术，养成了见义勇为
的习惯。只要在街上，见到不良行为或者街坊
吵架斗殴之类的事，我经常会忍不住挺身而
出，当然，拉架劝架，不是争强斗狠，而是发挥
老年人的优势，和颜悦色地苦口婆心劝说，当
事人常常到最后会说：“看侬老爷叔面子，今
天就算了！”风波平息，皆大欢喜！

对于子女，我也从不“识相”，有啥说啥，
儿子医大毕业，媳妇是护士，一度嫌工作辛
苦，想自己开个宠物医院，我觉得他们夫妇不
是这块料，便坦诚说了我的反对意见，分析利
弊，结果他们听从了我的意见，目前工作稳
定，收入可观，今年还给我添了个小孙女。

平时有些想法，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看法，
我会写成文章，投到报刊，新民晚报副刊“灯
花”专栏经常发表我的文章！我们有一定的文
化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对年轻人应该
有很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对需要的人，也可
以施以援手！对家庭，对社会，应该做出我们
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要活得充实，更要活
得真实，正直！所以，我要对那些让我们老年
人“识相”的人理直气壮地说：“我就不识相！”

我就不%识相&'

! ! ! !“识相”一词，源于上海方言，含有“看山
水”、“轧苗头”等意思。

老年朋友究竟该如何“识相”呢？
我非常赞同北京大学教授于丹在讲解《中

庸》时的观点，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问
题都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对于已经进入老
年的我们，更应如此。相对的说，我们的上一代
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们的下一代是“我想干
啥就干啥”，唯有我们这一代人，骨子里渗透着
传统文化，意识中又不断受新时代新的人生观
价值观的冲击。日新月异的生活方式、光怪陆离
的社会现象，常常让我们思想矛盾、无所适从。
于是，我们既看不惯上一代人不合时宜的过分
节约，又抱怨下一代人毫无顾忌的铺张浪费；既
鄙视年轻人的某些生活方式，自己却又常常颠
覆传统去卡拉飙歌或到广场秀舞；既抱怨儿孙
们整日抱着电脑手机 !"#$无视一切，自己却又
常常被微信的神奇吸引而深陷其中；既对社会
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深痛恶绝，又在不知不觉中
迎合这种现象。于是，我们便会陷入语言、行为
和思维的矛盾怪圈中，不仅自己活得累，也会让
旁人看着累，为此，常常被旁人或小辈指责为
“不识相”。《中庸》曰：从容中道，圣人也。即面对
自己看不惯、不适应的人或事，做到内心不受情
绪的影响，保持平静、安宁、祥和的状态，包容上
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与自己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逐渐去习惯和适应老年人的生活，这样，才
会成为别人眼中“识相”的老人，才能与旁人和
小辈和睦相处。

老年人快乐健康的钥匙

! ! ! !笔者以为，识相，就是明事理、识时务；识
相，亦是自身对照人际或环境之差异后作出的
明智选择；识相，还是洞察社会时针对自己内涵
能量不足在行为上之表现。因此，识相，是一种
智慧。

人生一世，面前的风景不可能全都是旖旎。
草木葳蕤时当心花怒放；修竹颓败时亦颔首笑
对。人不会一辈子处在“上风”，当你的生活习
惯、知识储量、思维方式、认知认同跟不上时代
发展和社会进步时，你感觉自己老了，力不从心
了。当然，人老并非就一定会与时代脱节，与时
俱进、老有所为照样与年轻人争锋而活的潇洒，
但毕竟年岁不饶人，反应、体力等肯定会将你束
缚。所以，当我们处在“下风”时，不可心怀抱怨，
要识相。识相了，可以调整心态，可以达到“水至
穷处为风景”之境界。

其实，识相，说到底，还是对现实、对人的尊
重。本人在单位搞厂刊时，开始操作还得心应
手，然随着领导要求的提高和刊物的升级，电脑
照排、动漫插图、文字调整、双面打印等技术让
我束手无策。无奈我硬着头皮请教科里的年轻
人帮忙搞定。可不能每次都让他们越俎代庖呀！
虽然他们都愿意教我，但人老记忆力衰退，前教
后忘。于是，我“识相”，主动向领导提出岗位调
整，让小青年挑大梁，我做下手……年轻人的特
长发挥与我的经验阅历融合，结出了和谐的果
实。因此，当人在水平不够或有点落伍时，就必
须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去勇敢面对现
实。这样，不但是对优秀人才的尊重，也避
免了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故，识相，乃智慧也。

识相!乃智慧也

外国老人!不识相"

在前往瑞典的游船上，我与同伴在舞池边观赏。拥挤的舞池
里大多是年轻人，惟有一对约 %&岁的老者“当仁不让”，一直在
旋舞。同伴中有人说：“老人家太不识相喽！”而这对老人旁若无
人继续旋舞。年轻人“识相”避让，纷纷退到一旁观赏老人。

翌年我又去了新西兰，导游说她曾接待过一个来自国内的
团组，那天该团回到宾馆晚了，第二天要离开，于是大家赶到宾
馆附近的商店买东西，但商店马上要关门。带队的团长与商店老
板娘商量：能否延迟一小时关门？老板娘不同意。团长说：“您多
给我们一个小时，我们给您创造的财富足以让您一年不用开
店。”这时英裔老太愤怒地说：“不！您不能剥夺我的休闲时间！”
团长无法理解：“这老太不识相！”其实，英裔老太不愿为挣钱而
牺牲自由时间。如果客人理解，就可能识相地不提非分要求。跳
舞老人尽情炫舞体现了北欧老人的自信，识相避让的年轻人对
老人充满崇敬之情。由此可见，识相和不识相，在不同的文化理
念及价值观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诠释。当某些中国老人戚戚于识
相和不识相，何时该识相时，许多外国老人根本没有这种概念，
单纯地追求快乐、优雅、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给予我
们的启示！

文!喜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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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费 平

! ! ! !老人要“识相”出自有识老人之口，是老
人通过退休后生活琐事所产生的对现实生活
的感悟，是老人对自己的一种自律，但同时也
包含了众多老人的无奈。由于生长环境的不
同，思想模式和生活决策上难免会与年轻人
发生碰撞。为此，许多有识老人在家庭生活
中，往往考虑的是别让子女嫌烦，别给家庭添
乱，别因自己的原因而产生矛盾……

陈老先生是我接触过的比较“克勒”的老
人，并不是旧时那种出自花园洋房的上海人
戏称的“老克勒”。陈老先生打扮入潮，着装异
于常人，长风衣，小花围巾，配以锃亮皮鞋；在
社交生活中又以豪爽，为人热情，思想新潮而
赢得了“老克勒”这一雅称。陈老先生总以为，
能做就多做点，能付出就多付出点。他基本包
揽了家庭生活中的“买汏烧”，对同住小辈的
生活不过多干涉，更不武断决策。用他的话说
就是“人老了，就要‘识相’”。

家庭生活之余，他还热衷小区公益活动，
参加小区清洁、联防巡逻等，由此也赢得了小
区居民的信赖和尊敬。但在小区业委会选举
时，高票当选的他又谦虚地承让了。以他的话
说：“人老了，就要‘识相’，职务和机会应当让
给有思想的年轻人。”
“老克勒”以他的“识相”营造了自己家庭

的美满幸福，又以他的“识相”打造了小区
的和谐，以自己良好的风度，内在的气
质赢得了小区居民的尊重。

文!曹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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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社会上流行
一句话：老
年人要识相。

这句话，不仅挂
在年轻人口上，也时
常被老年人引用。

但，“老人要识
相”中的“识相”，究
竟意味着什么？相信
年轻人和老年人之
间，乃至老年人与老
年人之间，他们的理
解，也不尽相同……

我们
且来听听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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