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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 !正在看报的老妈自言自语道：“这
两天‘夜光杯’的内容看也看勿懂。”我问
她哪里看不懂了？她支吾了半天才说报
纸上的字看上去面熟陌生，读不大出了。

老妈的认知出了问题，这让我紧张
得要命。老实说，我想过 !"岁的她有可
能摔断骨头，有可能脑血栓，可唯独没
有想到她毫无征兆地不认识字了。老妈
性格强硬，家庭权威的地位从没动摇过
半步，买洗烧的活计根本不输给钟点
工。我不断地提醒她该“退休”了，可她
有自己的逻辑：人不动要生锈。而我却
被她养得快“生锈”了———!"岁的老妈
还每天烧菜烧饭给我这个花甲女儿吃？
甚至于我泡在浴缸里洗澡她还会为我
搓背，一面搓，一面唠叨：“天天洗浴，身
上还有介希多龌龊。”

我很享受母女间的这种亲密无间，
有妈在，我年纪再大也是孩子。所以，在
亲友面前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福，“阿
拉姆妈”是我挂在嘴边的常用词，有了
老妈，我的心灵才年轻，才有依赖……

在等待医生看病时老妈紧紧地握
住我的手，她的刚强不复存在了，眼睛
里充满了无助，我的心也“砰砰”乱跳，
我想到了死亡这个词。不过，医生在看
了 #$ 报告后却说她患的是老年常见
病，通俗点讲就是大脑萎缩了。

我问医生，老妈还能恢复吗？她回答
说：“里根晓得吗？人家医疗条件多少好，
到头来也认不得人了。年纪大的人都要
走这条路的，只不过辰光早点、晚点。”

医生讲得太彻底了，透彻到毫不顾
及别人的感受。我也在慢慢地老去，将
来有一天突然不认识字了，那世界不是
变得空洞而无趣了？不管怎么说，老妈毕
竟没有生命危险，老妈照顾我到 !"岁，
接下来应该由我来服侍她老人家了。

因为不能读书看报，老妈显得烦躁
不安。听收音机嫌吵，看电视又说要坏
眼睛，还因为健忘，一件事我要叮嘱她
好多遍，她觉得我话多。我知道她是要
强，不愿意让人看到她的弱势，硬撑着
所谓的权威。渐渐地，不知是药物作用

还是自身有修复功能，我惊喜地发现老
妈的认知障碍改善了不少。刚开始，她
坚持一个人去小区散步，回家时却拿着
钥匙开邻居家的门，吓得我只得及时现
身领她回家。现在的她一路走到小区的
健身角，那里是老人们晒太阳的地方，
她有说话的对象了。而我要做的便是在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换着花样陪她上海
游。我心存期待，用亲情来刺激她恢复
记忆，走走，吃吃，说说，这些放松身心
的“治疗”也许会胜过药物 %倍。

那晚，我从剧场看戏回家，给她看说
明书上的剧照。忽然间，我听见老妈在读
“流浪狗……”就像听到了天书似的，我一
阵激动，要她再读一遍，她又读：“流浪狗
奇幻……下面的字我读不出来了……”

我夸赞她好棒，会读字了。她抢白
道：“我啥辰光成文盲了？”我说要把她
的进步写出来。她立刻又说：“你不要趁
我不认字丑化我！”

哪会呀老妈，爱你都来不及了。妈
在，家在，幸福在嘛。

! ! ! !上海市的高龄老人优待证内!明

确尊老社会一条龙服务的实施单位

中!服务项目内容既有优先照顾!也有

参观展览或观看演出的优惠"

沪上专事戏曲演出的福州路 !"#

号天蟾京剧中心#$$逸夫舞台% 如果

有日场或夜场的京剧演出! 凭老人优

待证或敬老服务专用的公交卡! 即可

以享受半价优惠" 该剧场一般的京剧

演出!最低票每张仅 $%元!还不到电

影票的一半价格"如凭本人老年卡!只

要 &'元!即能进场观看二个半小时至

三小时之间精彩纷呈的京剧艺术!使

不少老年观众交口称誉!纷至沓来"

前不久! 我陪同社区里几位高龄

老人去上述剧场观看日场京剧! 剧目

是&蜈蚣岭'和&八珍汤'% 前者是武松

慷慨救人!勇斗不法道人的武打戏%后

者则是经典保留剧目的唱功戏! 戏中

概述明代高官巡按等人寻母( 认母的

曲折离奇故事! 体现尊老爱老优秀传

统! 特别戏中上海京剧院中青年老旦

演员胡璇大气磅礴和恰如其分的唱

腔!令全场观众掌声不断!最后谢幕三

次还欲罢不休% 除逸夫舞台常有老人

优惠票价外!像上海大剧院!由北京上

海几家联办的一次京剧晚会!$$% 张

公益票在该院半小时内售罄%这个)盛

况*说明!在观众中!特别是老年人!还

很需要民族文化的戏曲艺术%

然而!有些剧场或其他戏曲剧种!

还没铺开老人优惠买票的规定! 一部

分高价戏曲票价!使老年人望而却步%

企盼更多的剧场和剧种! 关心文化享

受! 尤其是他们爱好中华传统戏曲的

人较多!让这些老年观众!老有所乐!

欢度晚年%

! ! ! !人活一辈子，真情友情不可少；人
有一个家，爱情亲情不可无。最难获得
的满分，是做人；最难得到的文凭，是
社会。文化可以立国；人文可以立身。
美貌不是女人的一切；美满才是女人
的一切。坚持，总会有收获的那一天；
收获，总是要坚守住每一天。屋小如
舟，可行书海；人淡如菊，可登华山。赞
美他人，利己利人；恶语伤人，害己害
人。电脑速度快，全靠更新内存；人脑
观念新，要靠知识更新。教育无法取代
才智；才智开发必靠教育。老是记住自
己的价值，最终的价值一文不值。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往往后
面的人比你更重要。有时候输就输在，
好的开始；有时候赢就赢在，坏的警告。
古玩派不上用场，却有价值；现玩派得上
用场，却无价值。股票，你怕跌，越怕越是
跌；股市，你盼涨，越盼越不涨。住再好的
房，只是安身；住自己的房，才会安心。
愚蠢，有时候也有一种创造力；聪明，有
时候也是一种自残力。解决问题，是一
种平衡；学会平衡，能解决矛盾。

! ! ! !记得，我从单位退休后，在家里无
所事事，精神空虚，一天天地混日子，而
且觉得日子过得很慢，很无聊。我没有
什么兴趣爱好，出门越来越少，更糟糕
的是身体每况愈下，情绪也越来越坏，
不是抑郁，就是发脾气，夜里睡不好，日
里无精打采。有一天，女儿回家看我，看
我这个样子劝我说：“爸，你这样子退休
养老是不行的，时间长了要出毛病的。
我看，你要学习隔壁的大爷，养只鸟玩
玩吧。”我说：“我不喜欢鸟的叫声，也不
愿意一天到晚侍候它。”

又过了几天，女儿又来看我了，她
手里提着一只漂亮的鸟笼子，然后把笼
子挂在阳台上，对我说：“爸，送你只鸟
笼……”我疑惑不解地问：“你知道我不
喜欢养鸟，你送只鸟笼给我做啥？”女儿

笑笑说：“你要是不愿意养，我就留着自
己退休后用，先挂在这里准备着。”我只
好无语了。

经不住人们总是问挂空鸟笼干啥，
我的心思动了。女儿回来，我对女儿说：
“你给我买只鸟，放在笼子里，免得我总
给人解释……”女儿高兴地说：“爸，现在
我给你去买。”女儿把鸟买回来了，鸟儿
在笼子里活蹦乱跳的，叽叽喳喳地叫，房
间里增添了生气，我有点喜欢养鸟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养鸟的生活，每天
给鸟喂食喂水，还要给鸟洗澡，清洁粪
便，冲洗鸟笼，退休生活开始丰富了起
来，渐渐地对养鸟产生了兴趣，好像离
不开鸟了。每天我提着鸟笼到附近花鸟
市场去转转，看看那里的鸟，不知怎的，
又认识了几个养鸟的朋友，有时，我们

坐进茶室聊起养鸟经……为了养好鸟，
我专门买了一本养鸟的书，从书中学习
养鸟的知识。

说也怪，自从我养鸟以后，精神也
好了，睡得好，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
了。

一天女儿回来看见我正逗这鸟儿
玩的时候，高兴地说：“爸，现在你喜欢
养鸟了吧！现在你知道我为啥买鸟笼给
你了吧？告诉你吧，这个办法是隔壁大
爷教给我的，因为他刚开始也不喜欢养
鸟，是他女儿用了一计，我是学得来的，
用在你身上。”说着，我恍然大悟，原来
女儿用心良苦啊！这时，我和女儿都笑
开了，鸟儿又叫了……

后来，我和隔壁的大爷成了养鸟的
知心朋友和邻居。

! ! ! !我平素喜欢搜集一些流传于民间
的各种谣谚，闲时翻来读之，颇觉玩味，
有时与亲友或他人分享，其乐无穷。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
活的富裕，国人的生命过程在不断延
长，其期望寿命值每每刷新纪录，“人生
七十古来稀”，早已成为逝去的历史，取
而代之的是“古稀年，今算小；八十龄，
风光好；九十寿，才算高；活百岁，是目
标。”如今七八十岁的老人，已不再是旧
时的那种龙钟老态状，而是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阳光，精神十分饱满，心态非常健
康，无论在形貌和仪表方面都发生了极
大变化，不可同日而语，有谣为证：“八十
岁的年龄，七十岁的模样，六十岁的时
尚，五十岁的包装，四十岁的追求，三十
岁的梦想。”可谓童心未泯，青春再现。当
今的老人十分注重保健和养生，前个时
期，沪上流传着这样一则“十字经”：“一
口两口咪咪，三步四步跳跳，五颜六色吃
吃，七嘴八舌讲讲，九钿十钿用用。”这则
谣谚，有着狭义和广义上的解读。“一口
两口咪咪”，这是指适量饮酒，由此引申
为对待其他食物也应有所节制，讲究饮
食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切忌乱饮乱食，或

暴饮暴食。“三步四步跳跳”，这是指跳
舞，跳舞是一种集运动和娱乐于一身的
文体活动。跳，其实更多的是指参加各项
适合于自己的体育活动，让生命的细胞
“跳动”起来。“五颜六色吃吃”，指多吃
一些色彩多样的果蔬。泛指合理膳食，
均衡营养，做到不挑食，不偏食。“七嘴
八舌讲讲”，这是指聊天，也叫话聊。聊
天不仅能消除心头的烦恼，也是化解寂
寞和孤独的有益良方。常和亲友沟通、善
与他人交流的老人，一定是个乐观开朗、
心理健康的老人。“九钿十钿用用”，指
手头常留点活络活络的零用钱，该花销
的就得花销，该改善的就得改善，旨在
提倡积极的消费观念，提高生活质量，
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和亏待自己。
“人不思老，老不将至”。“六十老人

游天下，青山绿水任徜徉；七十老人圆
了梦，大学城里充电忙；八十老人当模
特，时装表演扮嫩相；九十老人不落伍，
求教儿孙学上网；百岁老人情满怀，参
加社区大合唱；盛世年代新事多，银发
一族也时尚。”真是活得有滋有味，有声
有色，赶新潮、追时尚的劲头，一点不亚
于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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