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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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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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

! ! ! !我理解的识相，无非就是一种体恤。进入
老年的母亲，就是一个识相的老人。她身患类
风湿疾病，关节僵硬，很疼痛，怕影响我们的
情绪，她很识相，从来不说，只是默默地吃止
痛药！我和妻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除了定
期地开车带她到杨浦公园门口的扦脚店去
处理鸡眼，还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一个云南
民间医师的秘方，买到了专治类风关的草
药，母亲的关节不再僵硬，不再疼痛，关节变
形也大大缓解，看到母亲能轻松地行走自
如，我们心里十分欣慰！

母亲生我们五兄妹，其他几个都有了很
好的归宿，惟独大妹，因为投亲安徽插队，在
镇办厂退休，收入微薄，母亲很牵挂她，想帮
她，但从来不明说。我也懂得母亲的心思，除
了将大妹接来同住，经常接济她之外，从父亲
去世后，就宣布家里开销全部由我们负担，让
母亲有余钱补贴大妹，了却她对女儿的关切！

我父母都是大家族，母亲是长女，五个兄
弟，一个妹妹，父亲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妹妹，
母亲是大嫂，进入晚年，腿脚不便，不能经常
走动了，惦念却常在心头，但她也很识相，不
明说，只是经常在闲聊中提到他们“不知近来
可好……”我明白老人的心思，每年中秋，我
开着车一家家去送月饼，问候，回来向母亲汇
报弟妹们的情况，也带回弟妹们的礼物，春
节，我载着母亲，逐个去拜访。母亲的晚年，在
亲情的滋润中，过得很安详，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识相应该是双向的，而不仅
仅是老人，这样，在离去的时候，老人是满足
的，是安宁的！做子女的，也是没有遗憾和愧
疚的！

识相!应该是双向的

! ! ! !退休后的人生，说白了就是余生。退休后应
尽快适应角色转变，把人生频道从工作状态调
整到生活状态，像猫一样，从容生活。

识相，就是适应，是指对身体的认识。有些
老年人总是埋怨自己牙口不行了，胃也不好
了，其实这是好事，是你的身体阻止你摄入不
再需要的食物了。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胆汁分
泌逐步减少，消化功能减弱，如果还是大鱼大
肉，那就不识相了，身体早晚会出问题。老年人
就应该像猫一样少吃多餐，注重保养，才能健
康长寿。

猫，总是识相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使
晒晒太阳，打个盹，看看风景，也保持自己独特
的情调。所以，识相是一种处世态度。

老年人需要服老，但无需悲观，退休后可以
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事，比如写字、画画、唱歌，或
者游山玩水，从中寻找生活的情趣，发现一些被
遗忘的快乐，像猫一样悠闲生活。

猫是生活的艺术家，它不争不怒，从容淡
然，即使默默静立也有老虎一般的威严。一个有
内涵有情调又识相的老人，不要高谈阔论，只要
静静地矗立，就如同智慧的化身。所以，识相更
是一种睿智。老年人无论有过怎样的辉煌，都不
要炫耀，要淡泊名利，像猫一样以慵懒的精神享
受属于自己的余生。

拿我自己来说，喜欢写作的我，退休后在景
色优美的小山村搞了个民宿，不为赚钱，只为做
个现代蒲松龄，招待四方来客，倾听八方故事。
生活，全凭自己的心情，这是适合我的识相生
活，像猫一样，自己的尾巴就是快乐天堂。

像猫一样识相

! ! ! !上海俚语“拎得清”译成大白话就是识相。
识相者处处受欢迎，“拎不清”者遍地讨人嫌。何
以见得？

请看下文!上班高峰，一群老太硬是挤上满
满的公交车，之后，不是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
流言蜚语，便是对着座位上还在瞌睡的上班族
不停地数落，大有不让座誓不罢休之势。这场景
让后生们面露尴尬，哭笑不得，连驾车的公交司
机都连连摇头。要知道上班的后生们亦是辛苦，
加班很晚，睡眠不足，为了多“眯”一会，提早排
队……作为长辈，理应“体恤”他们，何苦咄咄逼
人？更何况上下班高峰拥挤众所周知，又何必去
凑那“热闹”。还有一些老人在家“霸道”惯了，听
不进小辈半点意见，稍有不顺，就闹得鸡飞狗
跳，不欢而散。此为典型的不识相。与此相反，一
些识相的老人日子则过得很滋润。君不见，清晨
公园，老头老太慢跑打拳，还三五成群交流着治
家安邦的经验! 一是不插手儿女教育下一代的
方式方法；二是遇到小夫妻闹别扭不急于表态，
不拉偏架；三是在经济上和“后勤”上要量力帮
助，且不计琐碎；最后，要用一生积累的经验给
他们“画龙点睛”。既解决问题，又给足面子，一
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也？此乃识相。古语道!儿孙
自有儿孙福。老人好比森林里的参天大树，小辈
就像大树下的幼苗。大树若不让出一片阳光，
幼苗何来茁壮成长！

读到这里，老朋友们定会有番感
悟，识相才是和睦的润滑剂。

识相是和睦的润滑剂

另一种不识相

识相有多解，还有一解为守规矩。比如，说某人不识相，是因为某
人不守规矩。在很多场合，不识相的人，也就是不守规矩的人。不守规
矩的人，让人讨厌。

一个文明的社会，会对老人有些优惠政策，给予一些特许，这是
谁都能理解的，可是有些老人为老不尊，自恃为长者，我是老人我怕
谁？有些老人将特许看做是特权，滥用特许，或者明明不属于特许对
象，却硬是要“轧一脚”。不少老人行为出格，已经影响上海这座大城
市的形象了。比如，现在马路上的残疾车、电动车不少，可是不少车辆
变味了，自行搭篷，前面遮布，有的加宽加高。驾驶这些车子有不少是
老人，这些车不再是老年人以车代步的工具，变成了营运车，载客带
人，车子随意停靠，闯红灯，逆向行驶。笔者就亲自看到，在交通要道
口，载人的残疾车、电动车横冲直撞，速度奇快，正常行驶的车辆、行
人，看到这种车辆避之不及。驾驶残疾车、电动车的车主，即使被警察
叫住，也往往蛮横不讲理，耍泼耍赖，列举种种理由，要逃避处罚。老
百姓看到这种情况，也纷纷摇头。

不少开这类车子的车主，有的没有腿疾，有的根本就没有残疾
证。事实上，即使老人有腿疾的，或者有残疾证的，也不能超越规矩。

对于这种不识相的人所发生的不识相的行为，就要采取措施让
他识相，让他守规矩。最近的交通大整治，载人的残疾车、电动车车
主，违法照样受到处罚。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要守规矩，没有特例！

文!郑自华

文!程介平

文!王克

! ! ! !我觉得，老年人既要识相，也要不识相。
曾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个老人上了车，指

定要一位孕妇让座，坐下后还破口大骂让座
者，使孕妇既尴尬又委屈，一车人都纷纷指责
老人的蛮横无理；一家超市开业，规定 "#名
先入者可获赠一袋豆浆两只包子，于是数百
老人清晨 "点即赶到，大门一开蜂拥而入，致
使十多人跌倒；沪上每有新地铁开通，便有一
大批老人自恃有敬老卡，飞蝗一般乘来乘去，
人为地造成车厢拥挤……凡此种种，就是不
识相，你让孕妇让了座，不道谢，还骂人，你算
何方神圣？你为了一份早点，如此挤轧，若造
成骨折，岂非得不偿失？你拿着一张敬老卡到
处“轧闹猛”，不觉得吃力吗？如此度过退休生
活，不觉得无聊吗？

但识相又不等于畏葸，不等于看人脸色
仰人鼻息。人老了，当讲的仍要讲，当管的仍
要管，仍要有点不识相。例如许多老人成为社
区志愿者，为民服务，屡获点赞；许多老人仗
义执言，积极献计献策，被市府采纳；前不久，
电视台还播出了我市某镇 $名老人联手抓住
一杀人犯———如此敢言敢为的不识相，倒是
一种社区正能量，值得赞扬。倘若上海四百万
老人成天只能识相地唯唯诺诺，无所作为，浑
浑噩噩虚度余生，岂不令人心寒？

所以，识相与不识相，要看场合，
不能一概而论。

文!朱锦华

既要识相!也要不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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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关于“老
年人的‘识相’与
‘不识相’”的讨论，
引起读者的兴趣，
他们纷纷来稿参与
讨论。现选择发表
其中五篇来稿，供
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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