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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 !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
却普遍存在的中老年人格心理，被美国
著名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一语点
透。那便是“传承感”。从狭义的层面，埃
里克森郑重提示，正因为有了传承的动
机，中老年人才愿意努力工作，为的是使
自己的后代过上更美好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如果从拓展的、广义的层面论，中老年、
特别是老年人的传承感，还不仅仅指向自
己的家庭和后代，更会向除家族以外的、
更为宽泛的组织机构与社会面延伸。

什么是“传承感”？相信许多人都不
难凭借各自的经验作出解释。大凡有所
历练、有所积累、有所感怀的人，谁愿意将
毕生的积蓄———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随一把老骨头灰飞烟灭？除非胡天野地的
所谓浪子———且慢，即使浪子回头的瞬间
也有贵如黄金的辉煌，在肉身一步步趋向
寂灭的时候，同样渴望交出一份可以传递

的无形资产。它，就是你发衰齿摇时的犹
有不甘、白发苍苍时的夙愿未竟；就是在
你即将步入垂暮，却无奈地止步于下一代
的茫然、漠视乃至轻蔑面前，不得不将某
种技能学识或者处世积累紧锁秀囊的尴
尬。是的，传承感唯有面对流逝的时间才
会逆势飞扬，只有遭遇“代沟”、断层和叛
逆时，才会爆发破壁的焦灼与冲动，哀叹
时不我待。严格说来，最适合传承的年龄
开始于一个甲子以后，智慧满溢，定力十
足，但来日无多。仿佛有一丝断裂的绝望
正漾过地壳，细碎的响动预示着一场有感
地震的到来。年龄的阻隔和代际的疏离，
是激发传承感膨胀的强大推力，越是趋近
生命的终点越是强烈。而早期，它还在未
知天命的门槛前长久徘徊，潜滋暗长，低
调朦胧，不易被我们察觉和重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传承被视为
一种孝道、责任和使命。孔子曰：“父在观

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在孔夫子眼里，“孝”这个字，
不是简单的赡养与伺奉，不是生物的一
箪食、一瓢饮，它实际上还承载着守道忠
君的政治教化功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
态色彩，位列孝道之首。而在埃里克森的
观察中，传承是一种人格，而非使命。它
以血缘传承（繁衍子嗣）、姓氏传承（延续
种姓）为基本架构，具有生物学的人格意
义，并不偏激地受制于后天赋予的社会
使命。它不是政治的附庸、权贵的布道，
离开了控制与支配便无以蓄其志；也不
是富豪的遗产、望族的规训，离开了金钱
和欲望便无以塑其形。而是谁也垄断不
了的氧原子，弥漫在一体共享的空气中；
是大众追慕的香雪海，芳菲在漫无边际
的旷野间。传承感与生俱来，本能地潜行
在所有人的生理与心理之中，随思维的
发育而发育，随体能的衰减而成熟，并以

包括、但不仅限于生物学方式的多种载
体发散表达。诸如知识的方式、技能的方
式、文化的方式等等。它所追求的，是希
望自己在离开或永世之后，仍以某种形
式融入下一代，将自己毕生获得的智慧
和经验，全部或部分地传与后人分享，最
大程度地体现自己存在过的价值，从而
实现个体生命在某种意义上的“活着”。

埃里克森的生命发展阶段论，是他
献给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其中，
他把生命行走的最后一段旅程，界说为
“获得完美感而避免失望感”的阶段，而传
承感的实现与否，便是衡量完美抑或失望
的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传承中永生，无
论是作为信念留存还是作为行为延续，都
是老年人———不，岂止老年，而是所有族
群中的每一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必然归
宿。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不是既活在当
下，又活在过去与未来？毋庸讳言，真正能
够完美离去的老人不多，甚或寥寥；然而，
体验着酸涩苦楚却回甘绵长的生命滋
味，溘然仙逝的老人则很多很多。

文 ! 姜龙飞传承是一种人格

! ! ! !人到了七八十岁，各种疾病
接踵而来，买汏烧能力越来越差，
周边没居民食堂，子女又不在身
边，怎么办呢？请个居家阿姨固然
是个办法，但日子一长，由于个性
和习惯的差异，总觉得不尽如人
意，于是想到了去养老院，但为了
省钱，又犹豫不决，迟迟拿不定主
意。只得靠拄着拐杖，每天吸氧气
度日。勉为其难，苦度光阴。

最近，我同年届 "#岁，患有
老慢支哮喘的老伴住进了由宋
庆龄创建的上海中福会养老院。
这家养老院设有健身房、保健
站、影视厅$每周放两次电影或
演出%、保健讲座、琴棋书画室。
四周绿树掩映，小桥流水，花香
扑鼻，隔壁就是中山医院青浦分
院，治病非常方便，每天有人帮
你打扫房间，护理人员一见面，
就笑颜逐开地叫你“爷爷、奶
奶”，十分亲切温馨，像在自己家
里一样。&'来平方米的双人房，
月租 (千余元，加上两人伙食费
每月两千多元，加起来共一万余

元，还承受得了，如果子女资助一点，更
是衣食无愁，碗也不要你洗，每天过的像
神仙一样的生活。距市区 &)公里，但有
公交班车，三四个钟头，可打来回。
《于无声处》的编剧、著名作家宗福

先的小学老师张汝襄身体硬朗、思路清
晰、表达流畅，尽管年逾八旬，因为不愿意
给子女添负担，几年前她把自己的房间租
了出去，拿着房租住进了长宁区一家医院
附属的养老院，她说：“趁自己身体好的时
候熟悉环境，胜过以后走不动了再进去，
生活不方便。”当然，入住养老院，子女不
宜提出，否则，老人以为你是扔包袱，他
$她%要不开心。

退休后，先潇洒旅游、玩乐几年，如
果体力渐衰，就可求助合适的养老院，予
以关爱照料，颐养天年。

居家养老，固然是个办法，如果子女
不在身边，入住养老院，也是一个明智的
选择。

! ! ! !五点半，我和我妈，最小的妹妹一
起吃饭。

我给母亲夹了一块红烧肉，顺便说
了一句：妈，这是你吃得掉的。说完就往母
亲的碗里塞去。小姊妹看见了，笑笑，说：
阿妈，你的儿子真好，老是给老娘夹菜。

老娘微笑着，有时也嘿嘿，有时看
上去吃得很香。

姊妹说这样的话，已经无数次了。
有一次吃饭，我给母亲夹菜过后，她又
说话了：昨天晚上，我还在给老妈讲：阿
妈，你真开心，养的儿子一直给你夹菜。

姊妹说这话时，我的心里总是有一
阵子激动的。这个激动既上头又上心，
所以瞬间感觉自己的血在往上涌，涌得
厉害；所以当我说，给老娘夹菜是应该
的话时，那声音低微而又颤抖的，因为
对于母亲，夹菜是远远不够的。

有一次烧霜打的青菜，我上灶，母
亲烧火，我对母亲说好了，理由是霜打，

一烧就酥。吃饭时突然发现，这菜烧嫩
了，菜板还没有酥透，我想给母亲夹菜
了，筷子伸出又缩回，心里在检讨，心
想：下次一定随了母亲吃酥的菜的习
惯，叮嘱自己别忘记。

母亲是不计较的，即使你夹了不酥
的菜，母亲也会吃的，而且一定当酥的
菜吃的，而且一定会吃光。所有母亲都
会这样做，因为这是自己儿子夹的菜。
对于儿子的爱，母亲向来视如珍宝，关
键是儿子做得怎样？

我回去了，早晨或者中午来到了菜
市场，我的眼睛最先扫视的是父亲应该吃
的菜，接下去要看的是母亲喜欢吃的菜，
母亲喜欢吃的菜真不多，我只好东走走，
西跑跑，走了半个小时，脚头依旧很轻盈，
感觉这样的挑菜身体不累，心里也不累。

回到了母亲身边，把买的东西往门
口一放，母亲走了过来，我与母亲一起
拣菜了，突然看见一群蚂蚁抬着我们吃

剩的芦黍渣在缓慢行进，那样子很壮
观，很肃穆。看着就感觉人的感动有时
就是一种景象，是一种景象表示的一种
隐喻，这隐喻触动了我。

前天晚上，母亲的二女儿给家里带
来了几样菜，其中一只是红烧蹄髈，烧
饭时，我们将蹄髈在饭锅里炖了一下，
起锅时，看见起皱的猪皮红彤彤、亮晶
晶、酥软软，我用筷子夹了一块，送到了
母亲碗里，叮嘱母亲：阿妈，你吃吧，多
吃一点没有关系的。

母亲十分听话，比我小时候要听话。
每一次的吃饭，都与母亲同桌，所

以总是有机会给母亲夹菜，机会是母亲
赐予的。这些菜啊，有些菜是我挑的、洗
的、烧的，有些菜是母亲的女儿送来的，
我只是重新暖了暖。而我每一次的夹菜
都让姊妹表扬了，每一次的表扬都是激
动，每一次激动都在洗净我灵魂中的每
一个斑点。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儿
子，像个母亲的儿子，这很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激动，这激动我给了
母亲，母亲又立即还给了我。

! ! ! !感情的趣味，在寻找中发展；爱情
的魅力，在苦难中发达。

固守，要用技巧表现；感觉，要靠心
灵发现。

用心看风景，处处有美景；用耳听
风向，事事明方向。

实实在在，容易生存；平平庸庸，最
易淘汰。

目标，要用心去追；目的，须靠心机
能求。

爱恋最纯是初恋；初恋最真难成功。
委屈，是成长的基础；挫折，是成功

的基石。
草木，要用冷水浇大；青春，都是热

血写成。
每一片树叶，都有绿梦；每一个孩

子，都有美梦。
树的绿梦，离不开阳光雨露；孩子

美梦，靠的是家教读书。
清白做人，人就一生平安；清俭持

家，家有一世幸福。
清廉从政，两袖清风留英名；清心

从教，一身清气育精英。

留给子孙，不是家产是家训；留给
自己，不是为己是为人。**(+、千万别生
气，生气的脸很可怕；千万莫惹事，惹事
的嘴很可恨。

行得正，才能走得远；干得好，方可
坐得稳。

不同的雨，淋湿了才明白；很多的
理，碰壁了才铭心。

生活要比艺术丰富；八卦总比学术
精彩。

靠得太近，会影响别人；离得太远，
要失去亲人。

年少自信，犯错几率大；中年自信，
成功概率高。

给母亲夹菜的幸福 文,高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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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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大成

! ! ! !我们是原上海杨浦区眉州中学 #!

届!$"班学生#目前已联络并相聚到 %&

位同学$尚有%窦钰&王以华&潘琼芬&顾

玉英&陈启博&顾玉峰&周精诚&许宝祥&

杨健生&黄怡&王哥成&张振声&诸忠妹&

倪盛凤&房遇根&蒋杏月&孙云娟&崔宗

琳& 黄淦荣& 赵丛慧等同学未能取得联

系$意欲和老同学联系的#可打陈同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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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老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