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人快语

! ! ! !如今老年人玩微信成了一大时尚，
不过说来说去主要的也就那三碗豆腐，
豆腐三碗：一是什么食物会致癌、哪些吃
法防“三高”、怎么可保健康长寿；二是什
么都是浮云，老窝老底老伴老友最可靠；
三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辛辛苦苦大
半世，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
有些段子诙谐风趣，如“活着就是胜利，
喘气就是效益”、“父母的钱是大家的，子
女的钱是自己的”等，但细细品味，骨子
里透出一股凉气，其悲观之态一目了然。

我不是危言耸听。成天讨论养生之
法，为健康长寿殚精竭虑，本是惶惶不可
终日之心态的表露。那么，老年人如何才
能跳出这种悲凉悲观悲情的泥淖？我以
为，必须换一种活法，变“悲”为“乐”———
乐天、乐观、“乐此不疲”是也。

毋庸置疑，健康长寿是每个人的合
理愿望。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年
人应当树立正确生死观，也就是不怕死。
活了 !!"岁的老人周有光就说，“不要整
天老想着怎么养生”，“整天想着养生反
而没有什么好结果。”

所谓乐观，切不要七想八想，管他什
么房子和票子，管好自己的身子。要有点
糊涂，有点宿命，过好老天给你的每一
天，过一天赚一天，笑迎谁也逃不了的
“那一天”。

“乐此不疲”就是要找事做，找自己喜
欢的事做。喜欢画画摄影的可以开个个人
画展影展、出本画册影集；精通种树弄花
的可将自己的栽培技术发扬光大；有唱歌
跳舞特长和喜好的，可到社区、街道、老年
大学的舞台上去展示一下才华……总而言
之，干自己喜欢的事，“乐此不疲”，其乐无
穷，其利无穷也！现代科学也已研究证实：
干自己热爱的事十分有利于健康长寿。

换一种活法，许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 ! ! !俗话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
清”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这“当事
者”是我，“旁观者”乃是我的外孙。

外孙是高中生，读的国际班，两
年后将远赴重洋留学，想想今后祖
孙相聚的日子会变得稀少，所以这
个暑假我们夫妇决定带着女儿和外
孙（其实是他们带年已古稀的我们）
作一次西北甘青之游，实实在在相
处个十天，留存许多珍贵的记忆，让
将要负笈远行求学的外孙在人生的
记忆簿里记录下点点滴滴的亲情、更
记录下祖国大好河山、人文历史，以
毋忘根本。

一路奔波，一路观光。我自以为
阅历丰裕、见多识广，沿途滔滔不绝
给外孙讲解着每处景点相关的知
识，譬如祁连山是甘青两省的界山
啦、阳关和玉门关的相关古诗词啦、
嘉峪关的历史概况以及“林公碑”、
“左公柳”啦、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和
艺术特色啦……外孙能认真听着，
时不时提问着，当然他也会给外公外
婆讲述下自己学得的知识，例如丹霞
地貌和喀斯特地貌啦、青藏高原和黄
土高原啦……这些我都知道，却佯装
不知，让他一一说给我听。外孙生性
内敛，诱导他多说话非常难得，好在
旅途风景斑斓多姿，令他这个“闷葫
芦”也大受感染、大开“金口”啦。

外出旅游其实是个“苦差事”，即
便是跟团旅游也累乏难当，还有就是
饮食不配胃口。西北地域辽阔，常常
是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只看一两个景
点，凌晨起床，有时得半夜困觉，吃的
团队餐也常难下咽，到外面觅食吧，
也很难对上胃口。我说是饱了眼福，
饿了口福。还有，连如厕也异常困难，
车行途中经常会内急而不遇厕所，便
央求司机停靠路边，来个男左女右，

打个伞遮掩一二，有时是路边的旱
厕，苍蝇乱飞，连脚趾头也蹴不进。我
与妻子不免怨艾生焉，看外孙，居然
随遇而安，泰然处之，一如既往稳笃
笃的姿态。

我是个性急之人，一不如意就会
发急，就会按捺不住做出点异常举
止，譬如到了景区乘电瓶车或小火
车，我会争先一步去抢个座位；譬如
排队照相，我会钻个空子先照为快；
抢座位也罢、争照相也罢，多半是为
外孙提供方便，可外孙就是不领我这
个情，循规蹈矩排着队伍；譬如上火
车吧，我抢前上车得以将行李放得安
稳点，可外孙又不领我的情，报以一
个皱眉的表情，就是迟迟上车，不争
行李架，哪怕将行李箱放在车厢连接
处也无所谓。

终于，在返程的时候外孙憋不住
批评了我———从西宁到兰州已经将
近十点了，接我们团队的大巴却是没
有按时停靠在车站守候我们，听说从
火车站到下榻饭店得一个半小时的
车程，也就是说，即使大巴准时守候，
我们到饭店也得将近十二点了，再者
次日我们的飞机起飞时间为七点多，
我们得五点起床赶飞机啊。我们一群
人苦涩涩地等待着大巴。我再也忍
不住了，一步抢上前与接我们的地
陪争执了起来，除了让他催车（对方
说是堵车）严厉责问他们怎么没个
准备预案，把我们撂在秋夜的寒冷
中。地陪一个劲儿赔不是，我则是步
步紧逼。好歹半个小时后大巴才喘
着气赶到。我上车坐定，外孙直面对
着我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外公，您
这么大年纪了，身上怎么还有一股戾
气……”

我一时语塞，思前想后不得不
服———“唉，‘##后’这一代啊”……

! ! ! !夏天某一日，从公交车前门走入车
厢中间，但见有一小伙见状后起身让座，
本以为是让给他人的，所以并不在意，孰
料他却拍了下我的胳膊，我赶紧说别别，
你管你坐。但他执意不肯再入座，兀自站
在一旁看起了手机。道谢后坐下，我心里
却还在嘀咕：先前只有我让座的份儿，怎
么一眨眼也到了被让座的年龄？虽然知
道步入衰老乃最寻常的自然规律，只是
每回推托一番后往往心里会自嘲几句：
我真的有这么老吗？

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复杂。回想当年
在下班的车厢里，人困马乏的我好不容
易候到了个空座位，只是没坐上几站路
就得让给他人，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
只挑选车厢最后一排座位方入座，以便
困乏的我可以打个盹。曾记得那时抱着
襁褓中的女儿上车，苦于无人让座，只好
一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拉住扶杆，女
儿在我怀里熟睡，我竟然也拉住扶杆处
在昏昏欲睡中……当时真盼望有人能让
个座啊。记得有一次我抱着女儿坐在车
厢中间的香蕉椅座位上，但见一个站着
的乘客怀里也抱着婴孩，于是赶紧腾出
点座椅空隙招呼他坐下，本是三个人坐
的香蕉椅座位硬是挤上了四个人，同病
相怜的众人见怪不怪。

时过境迁，随着城市公共交通的日
趋完善，更由于现代文明习俗日趋深入
人心，昔日一幕幕酸涩的情景早成为明
日黄花，主动让座风气也早成为不值一
提的事情，见人家主动让座有时还会变
得忸怩一番。

记得一次我视网膜手术后不久外
出，一老妇上车，门边一溜专座上又全都
属照顾对象，见状于是站起身来，那妇女
道谢过后说，你年纪也蛮大了，还让给我
坐。我答：不碍事的，与你相比我还年轻
呢。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保不准人家有
着与我一样的心态，心里也会嘀咕：我真
的有这么老吗？

被让座之后
文 $ 邱伟坚

隔代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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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秋雨绵绵，心中思念已离去父母亲
的情思，也像这窗外的雨丝，绵延不断。

与父母亲相伴了几十年，特别是
最后的几年，现在回想起来，似乎都是
些日常生活的小事，而就在这些小事
中，却折射出我们之间相互了解的程
度，测试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那是在父亲已近 %#岁的那年，有
一天，我发现他们的大门上，贴着三个
从大日历本上剪下来的红色数字，标
明几零几室的门号。数字剪得很不平
整，三个字也高低不平，看了很不美观。
进去时，父亲正在睡觉，母亲说倷阿爹
为剪这几个字，费了好长时间，剪坏了
一个，就要等符合字号的周日。我随口
说难看死了。母亲也不语，只是笑笑。

后来有一次，我在一家金属工艺
品门市部看到有很漂亮的铜质门号数
字，而且贴上就行，就给父母家买了一
副。拿回去交给父亲后，他看了看，也
没让我贴，随手扔在了抽斗里。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我陪他外出，
在路过一条白线时，他高高地抬起了
脚，我忙对他说，这儿是一条线，台阶
还在前面。父亲说我看不清了，还以为
是台阶呢！

这时我猛然醒悟，他这时的视力，
或许已看不清我买给他的铜质门号数

字了。他以为别人也会看不清，就在门
上贴上了大大的红色日历字号。翌日，
我问父亲视力的事，要陪他去医院看。
他摇摇头，淡然地说，不用了，不要紧
的。后来我每天进出父母家，看到这红
色日历字号，再也不感到难看了。
还有件事，我也印象很深。每当天

气转暖的时候，总会碰上好几次。有一
次，外面已春暖花开，我们都已穿上春
装。这天温度有些高，我去父母亲家。
推门进去，看到父母亲都还穿着厚厚
的羽绒服，静静地坐在藤椅上。

进门后，看到他们的穿着还在冬
天里，我怕捂出事来，就惊呼道，天介
热，你们还穿这么多，快脱掉、脱掉！父
母亲笑着说，我们不热的，真不热。我
脱掉父亲的外套，转身要给母亲去脱，
母亲却不肯让我脱。那边，父亲把我脱
掉的羽绒衣又穿上了。

第二天，我请教我的一位老年病
专家朋友，她告诉我，高龄老人对外界
气温的感知度不太敏感，特别在季节
转换时，环境温度尚未真正升高，他们
静坐在室内，衣服的换季往往要比常
人慢一拍。这时如果脱得太早，他们反
而会不舒服。我这才恍然。

一天下班回来，去父母家，看到父
母家所有的电器开关板上，每只开关

旁都贴着伤筋止痛膏，上面写着不同
灯的名称。我看到后就问父亲，这写字
的膏药贴着干什么？父亲有些不好意
思地说，我开灯时能看得更清楚。

我听后一愣，父亲又带着乞求的
口吻说，有时搞不清，会弄错。我一时
说不出话来，望着父亲削瘦衰老的脸，
心里有些伤感。

没过多久，父亲被查出了失智障
碍症。我这才明白，他贴在电器开关上
的伤筋膏药，就是他与慢慢剥夺他记
忆魔鬼顽强斗争的武器呀！但就在他
孤独地与病魔作着绝望的争斗时，我
们虽站在他的身后，却看不到病魔的
凶残与战斗的激烈。事后，我多次为自
己对此事没一丝察觉而万分内疚。

我们的父母亲是幸运的，他们在
众多儿女的护送下，踏上了去天国的
路途。但我有时总在思考，父母亲老了
以后，我们对他们的生理、心理等发生
的深层变化，究竟知晓多少，或许我们
仅仅只看到了他们身体的表象。

作为儿女，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
们应该孝顺，我们能负起应负的责任，
我们也愿意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
路程，但如果你对父母的许多变化不
甚了解，那你对他们的爱，又向何处释
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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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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说我有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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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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