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王洪武

! ! ! !今年已 "#岁的郝老伯日前和几位
同样已退休的老人，从国外自由行旅游
回来。一行六人刚回沪，就有四个人病倒，
其中三个人还留在了医院观察。说起他们
的这次中东欧加中亚的 $%国一个半月自
由行旅游，郝老伯连说，实在太累了。

近年来，许多老年人时尚起了自由
行旅游，这相对团队游，自然要自由得
多，也不用一个景点急匆匆拍照走人，可
以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
而，一些老年人抱着出去一次不容易的
想法，往往选择出游国家时越多越好，这
就为老年人旅游后发病埋下了隐患。

笔者并不反对老年人自由行旅游，
但凡事都要有个度。老年人毕竟已是上
了年纪的人，身体状况和体力已很难和
年轻人相比。在选择出游的时间和地点
上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能想“一口吃成个
大胖子”，把多个国家、多个地点跑下来，
这样既会造成体力不支，也容易造成精
神压力过大，容易病倒。

老年人退休后有时间，外出多领略
下国内外的风光，弥补在职时由于没有
时间和机会外出旅游的遗憾，这本是一
件愉悦和开心的事，但如何安排行程和
时间，这里面也有个科学合理的问题。笔
者以为，老年人自由行旅游应该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等，
制定一个合理的出游方案，既可以领略
到各地优美的风土人情，又可以确保自
己的健康不受到影响，这样的旅游才是
最合理的，也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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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 !今年将是我带母亲过的第三个儿
童节，过节的内容也已策划好了！这一
切要源于女儿的提醒。还记得女儿五
岁过“六一”的时候，她问我：“妈妈，今
天咱们出来过节，那外婆呢，外婆一个
人在家多孤单啊。”

女儿的一番话，让我有些不好意
思。是啊，自从父亲离世后，母亲就和
我们一家住在一起。平常只要是一家
三口有活动的时候，母亲总是会尽量
避开。她说：“和你们住在一起，就够给
你们添麻烦的了，你们一家三口出去
玩，我就不凑热闹了。”

当我们在外面吃大餐，在外面逛
公园的时候，母亲常常是自己在家下
面条，再就是坐在电视前一看就是一

天。如若不是女儿提及，我想我势必不
会想到这一层。那年的“六一”，在女儿
的提醒下，我将母亲也带了出去，在外
面玩了半天。

起先母亲有些不乐意，她说：“这
是小孩子过的节，我出去算什么。”女
儿拉着母亲的手说：“外婆也是小孩子
啊，妈妈不是说过，老小老小，老了就
变成孩子了吗？”女儿的一番话，把母
亲给说乐了，结果那年“六一”，女儿和
母亲过得都很开心。

这以后，每个儿童节，我总是会带
着母亲和女儿一起过。此时的母亲，会
和女儿一起玩，一起笑，一起闹。

原来的母亲，现在的我，岁月的年
轮，让我们的角色也在不知不觉中转

换着。当年的她，宠着我，护着我，而现
在的我，又怎能不宠她，不爱她呢？甚
至于有时母亲自己都会和她的那帮老
年朋友说，现在的我成了她的妈，大事
小事都要管着她。母亲说这话的时候，
一脸的幸福模样。

我们一家三代过六一儿童节，无
论玩乐还是就餐，那个气氛可好呢！看
看周围，似我们这样组合的，也有不
少！ 让儿童节成为亲情节，成为每一
个子女陪伴父母和孩子的节日吧，不
要让我们这些曾为人子女的人，一旦
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忘记了养育过
我们的父母。让他们也能和我们一起
感受这节日的快乐，让他们也能像孩
子那样，快乐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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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下的社会，“老娘舅”一词很
热门&不仅街道社区有&报纸上有，甚
至电视台的几个年轻姑娘也像模像
样地当起了“老娘舅”。每当看到这
些现象，几个外甥（女）就会笑着对
我说：“娘舅啊，侬好讲两句了。”

是啊，论资格&我当然称得上名
副其实的“老娘舅”。上世纪五十年
代，母亲曾是个“光荣妈妈”。生了八
个子女，我是唯一的儿子，上有四个
姐姐，下有三个妹妹，终生与“爷叔”
无缘，只能当“娘舅”。

那时候，姐妹们大多在外地工
作，结婚生子后都往娘家送，家里最
多时养了六个外甥（女）。我配合父
母把他们从小带大，虽然谈不上含
辛茹苦，至少也有“一把屎、一把尿”
的经历，所以和他们的感情特别深。
如今，最大的外甥也近五十岁了，我
有五十年的“舅龄”，当“老娘舅”自
然不成问题。

现在的“老娘舅”盛行确有一定
的社会原因，他的调解作用也功不可
没。但是，过度的狭义化使“老娘舅”
失去了丰富的内涵，只剩下“疾言厉
色”的形象，使我颇感遗憾。

其实，上海人的“老娘舅”是很
温馨的。他是娘家人的代表，也是受
人尊敬的长辈。退休后，我什么工作
都放下了，就是“老娘舅”的工作越
来越繁重：一则我的“下属部队”日

趋庞大，已有八个外甥（女）和三个
重外甥，各项事务自然少不了。他们
找对象，我帮着参谋，他们结婚，我
帮着张罗，还是理所当然的证婚人。
重外甥出生了，照理是外公外婆的
事，但是整个徐氏大家庭都认为我
有点文化，所以给他们起名字也是
我的一项任务。重外甥上学了，我又
担当起校外辅导员和“故事大王”的
角色。这些小家伙也和我特别有缘，
每次一见面，总围着听我讲故事、猜
谜语，老老小小乐翻了天。再则大家
庭里只有我一个“老娘舅”，权威的地
位无人替代，所以我责无旁贷地成了
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大家庭
的聚餐、节假日的郊游或者去宁波老
家祭拜父母都是每年必做的“传统节
目”。幸亏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社会
关系，做这些事并不费力。虽然忙了
一点，但只要听到他们一声赞：“娘
舅，侬来赛额！”心里就暖洋洋的。

当“老娘舅”难免也会处理一些
家庭矛盾。好在家里人都很老实，他
们又信任我，往往“一句闲话”就消
弭了“杯水风波”。

退休后的“老娘舅”生活是忙碌
的，但又充满着乐趣。我拥有大家庭
的信任，又有十几个随时听命的“铁
杆粉丝”，做什么事都很顺心。我深
深体会到，当“老娘舅”是多么幸福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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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比奶奶有用王洪武

! ! ! !人说“隔代亲”，这话一点儿不
错。就说我那老伴吧，她对自己生的
一堂儿女尽管也爱，但总没有对小孙
子爱得那么深，那么奔放，整天乖乖
长乖乖短地叫个不停。孙子哭了，忙
抱起逗乐；孙子饿了，忙递果喂饭；孙
子有一点儿小长进，更是人前人后夸
赞。一日看电视，屏幕上突然冒出“画
面调节”的红、绿条格来，老伴手握遥
控器，左按右揿，怎么也抹不去。正在
玩耍的小孙子抢去“大权”，小手揿了
几下，条格儿就没有了。我一旁不由
批评老伴：“你看你，这么大的人了，
还不如才 '岁的小孙子———”老伴听
后不但不气，还乐滋滋地一把抱起孙

子，边亲边一个劲地承认：“奶奶还真
不如宝宝呢，宝宝比奶奶有用———”
接着又举出不少实例，什么“宝宝会
说普通话，奶奶不会啊！”“宝宝会唱
歌，奶奶不会啊！”“宝宝会玩手机、电
脑，奶奶不会啊！”———俨然孙子就是
她最崇拜的老师。老伴平时倘若有谁
说她某一方面不如人，尤其是年龄与
她差不多的大人，她必定会气愤地与
你辩白一番，而今，她对孙子的那个
“谦虚”样，真是判若两人。

人之所以有“隔代亲”这个情况，
我以为，并不是说对“自己子女这一
代”就不亲，而是对“这一代”，做父母
的，一般年纪尚轻，还不大会“亲”；刚

刚走上社会，忙于工作、事业，也没时
间“亲”。到了老年，该经历的都经历
了，对亲情的认识，愈加深刻；加之，
人老了，相对较清闲，儿女大了，不好
“惯”了，“惯惯”孙辈，正是时机，也是
一种乐趣。再者，“亲”孙辈也是对儿
女小时“亲得不够”的补偿，是间接对
儿女的“亲”。这是血脉的交融，是家
庭和睦的基石。
“隔代亲”不排除有“偏爱”，即“娇

惯”、“溺爱”之嫌。处理不好，是会有负
面影响的。但其更有包容、深情等正面
意义。如果我们大人之间也来点这种
“偏爱”精神，这对搞好相互关系，促进
家庭、社会和谐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