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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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君

! ! ! !有德守序，是说只要我们修心有德，行为
有序，时时处处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就能将
所到之处安然当做自己的家。

社会上的人群总是良莠不齐，有高尚的
长者，有低俗的老人。有些老人在公共场所的
所作所为实在太差劲，他们倚老卖老，不消费
占座长时间聊天，蹭这蹭那，占尽了便宜，虽
大恶之念不敢有，但小恶之心却常在。有的还
为一点小摩擦（如在公交车上硬要人家让座）
恶语伤人，甚至大打出手。他们不听劝，不守
序，心不安，又张狂，所以动辄遭人侧目而视，
无论身处何地都难以为家。

而有德守序之人大都善良、真诚、谦逊，
处处“温良恭俭让”，既受人们欢迎，更受人们
尊重，也最容易合群找到自己的“家”。果不其
然，我们小区的老张在养鸟的圈子受到大家
欢迎，就是因为懂得赞美别人的鸟，能虚心请
教养鸟的经验。明知道对方的鸟品种一般，不
恶言恶语伤人，更不会奚落嘲笑。尽管老张自
己养鸟也有不少心得，但是从来不夸夸其谈，
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为避免扰民，相聚
在公园，听听鸟语，闻闻花香，其乐融融。老张
还是葫芦丝迷，又买乐器又请指导，他的凝聚
力特强，人缘极好，豁达、开朗，从不惹事，最
喜欢帮助人，无论走到哪里，颇受欢迎。为何？
因为他有德守序，心安！不仅大家喜欢他，他
自己也找到了快乐。

所以，只要你有德守序，内心安宁满满，
你也肯定会找到一个属于你晚年生活的
“家”。

有德守序!心安即是家

! ! ! !近来，部分老人把宜家作为休闲聚会、打
发日子的场所引发热议，这让我想起了天天
目睹的一幕场景而心生感慨。

我家旁边有个小公园，一年四季，不管刮
风下雨，总有不少老人围坐在一只只石桌边
打牌，中午，有的匆匆回家扒几口饭，有的就
着公园免费供应的茶水啃只把冷馒头，打发
一下肚子后，老地方、老搭子继续酣战。前些
时公园关门大修，老人们又把“战场”移到小
区的绿化长廊里。即使寒风瑟瑟，依然不改兴
致，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旧棉毯、坏被单，扛
来邻居装修时丢弃的旧门板、席梦思，绳拉钉
扎，把个长廊围得紧紧的，让人感觉像“难民
营”。可老人们不以为然，一脸的悠然自得，不
时把“牌桌”拍得乒乓响。

居委干部担心老人的健康，也顾虑影响小
区的环境整洁，说服他们避避寒潮，可都被拒
绝了。后来知道，这些老人中不少都是有“故
事”的：有的家庭不和睦，“野”在外面就为远离
矛盾；有的孤身独居，窝在家里难忍寂寞；有的
本就经济拮据，加上安排失当，却又挡不住输
赢的刺激；还有的缺少文化积淀，没兴趣融入
其他活动……于是，他们把这里当成“家”，天
天不见不散，但心却被冻得空空的。

其实，老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家”，也是
无奈之举。倘若社会方方面面多给点细致入
微的关注!配偶子女多一点包容理解，谁会寻
这样的“家”安度晚年？

这里不是老人的%家&

! ! ! !老年人喜欢去宜家，除了喜欢那里的热
闹，更是喜欢那里那种体验式生活方式。他们
或许不需要现代家居，但他们需要美的享受。
现在大多数独居老人，特别是单身独居老人的
生活状况很不尽如人意。我的一位邻居，她儿
子媳妇都是成功人士，住高档别墅，她的家却
数十年没装修过，屋里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根本不像一个家。

而这家商场独特的经营方式营造了一种
家的感觉，这里充满时尚元素，氛围搭建十分
温馨，在这样的环境里相聚聊天，即使是闲逛，
也使人感觉非常舒适。累了有沙发可以休息，
还可以体验式“蹭睡”；饿了入座宜家餐厅，美
食美味又便宜，如果愿意，尽可以在这里一日
三餐。在餐厅，我还见证了一对老人经人介绍
相识牵手，过程很美好。老年人图实惠喜热闹，
如果政府部门在老龄化服务问题上“"#$%”不
住，难免会有老人去宜家各种“蹭”。
再次去商场，又见到了这对在餐厅相亲的

老人，只见他们手挽手来到一张被人“蹭睡”后
一片狼藉的床前，主动帮忙整理床铺。老先生
摇着头说：别把商场当自己家呀，咋能见床就
睡，还拍屁股走人，有没有公德啊！老妇人笑着
呛他：让你帮个忙，咋那么多闲话。

看到这一幕，在为这对老人点赞时，想到
有关蹭睡的不文明现象的报道，真为商家叫
冤。我们希望杜绝把商场当自家的不文明
行为，期待多一点爱护的行动，宜家会更
“宜家”。

老人在宜家寻找家的感觉

文!吕庆

文!程介平
! ! ! !小区老年活动室，是老年人最喜欢去的
地方，大家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打牌，以此交
友、消遣和娱乐。最近，某街道的一、二村居委
的老年人有点烦。原来，从今年 &月 '(日开
始，小区老年活动室的开放时间从早上 )点
改为 &&点，足足延迟了 *个小时，因此引起
小区老年人的强烈不满。笔者居住的小区，早
上七八点钟，许多老年人聚集在露天聊天，+
点活动室开门后却车马冷落。由于活动室没
有空调，冬夏两季更是人员寥落。由此，联想
到之前的“宜家事件”、“肯德基风波”，确实让
人深思。

为了让老年人老有所乐，政府加大了财
政投入，新建小区都有标准化的老年活动室，
老旧小区也不断挖潜，腾挪出宝贵的空间供
老年人活动之用。然而，仍然有不少老年人舍
近求远跑向宜家和肯德基。

如果小区居委会在运作时更人性化些，
老年活动室的开放时间更符合老年人的生活
规律，老年活动室的活动样式更符合老年人
的喜好，老年人还会舍近求远跑到宜家、肯德
基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聚集吗？

诚然，老年活动室装上空调，延长开放时
间，人多了，管理难度就会大一些，管理人员
也难以寻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老年活动
室边缘化。至于老年活动室的管理人员，可以
动员小区志愿者轮流担任，也可以让老年人
中相对年轻的人轮流担任。总之，不要让老年
活动室流于形式，而是要把现有的资源充
分地、最大化地利用好，让老年人真正
就近享受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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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上
海宜家针对部分
顾客不文明的行
为，推出了“限制令”，要求顾
客“先购餐，后入座”，此举引
发舆论关注，也引起了本报
读者的兴趣。今天发表的5
篇文章，有在商场体验以后
的感受，有诉说老年人渴望
相聚的种种无奈和不如意等
等。

如何找到“家”？如何在
“家”能和大家友好相处？有
读者支招，只要每个人有德

守序，在任何时
候，任何地方都能
找到“家”的感觉。

! ! ! !读关于部分老人以“宜家”
为“家”的报道，有些同志得出老
人“何以为家”的感慨，我觉得是
对老年人心理诉求的一种误解，
你们以为老人是贪图那里的空
调，或者是在意那里的优良环境
吗？不，老人们在意的是人，是在
意有可以聊聊的老伙伴们，是渴
望相聚！聚的本意是村落的意
思，古代的村落，就像一个大家
庭。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相
聚，能找到家的感觉，多年不见
或多日不见的人们，总不忘发出
“啥辰光出来聚聚”的邀约。

当然，因为文化层次和兴趣
爱好的不同，相聚的主题也各不
相同，喜欢旅游的经常结伴同行，
畅游于大好河山之间；喜欢唱歌
的，相聚于合唱团或卡拉 ,-歌

厅，引吭高歌；喜欢舞蹈的，则参加
舞蹈队，或者相聚于广场，翩翩起
舞；喜欢文学的，则自发地组织一
些文学沙龙，交流创作心得，谈谈
构思，相互改稿，或朗诵自己的诗
作；也有为实现自己年轻时未竟的
梦想，相聚与老年大学学习钢琴，
书法，美术的；也有些老人，只是希
望能经常和老朋友、老邻居、老伙
伴经常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的，
不仅在宜家，在很多街心花园，公
交车站台的座椅上，甚至在小区门
口的皮匠摊前，都经常能看到一些
老人的相聚聊天的身影，当然，也
不乏经常相约搓搓小麻将，斗斗地
主，下下象棋的老人。

相聚的理由可以不同，只要
老人自觉开心就好，都应该得到
我们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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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相聚
文!周伟民

文!曹慧中

小区老年活动室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