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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 !父母渐渐年迈之后，旅游的兴趣
少了，购物的念头不多，休息天，带他
们去南京路淮海路逛逛，走多了，累；
光鲜亮丽、时髦多彩的各色商店，好像
也激不起他们的兴奋点。常常，逛着逛
着，我看中了一件衣服或者一双皮鞋，
大叫着让两老等一下，飞快地进去付
钱，拿货。陪他们玩倒变成了我血拼
了！虽然花不了多少时间，但看他们乖
乖等在店门口，便发誓要找出让他们
开心的玩法。

终于发现了！老爸老妈虽然看电
视剧的口味有所不同，但对餐厅的热
爱是相同的———待在某家餐厅坐下
来，餐厅的布置，周围的人群，菜单的
花样，都在他们观察研究之列。他们的
双目骤然亮了起来，说话多了起来，笑
容在脸上绽放了出来！让老爸点一个
老妈喜欢的菜，让老妈点一个老爸百
吃不厌的菜，是我们吆喝的内容。就这
样，我和哥哥一家轮流请客。欢宴不一
定仅仅在节日，寻常的日子照样可以
有，我们好珍惜与父母共同大尝美食
的时光，生命的欢乐与享受，养儿育女
的开心与满足，难道不是在这既平常
又不平常的一餐饭中体现出来？

饭店里的这一餐饭，父母比在家
里吃得多，是新鲜感与好气氛让他们
胃口大开。爸爸满意地享用着他的牛
排，妈妈会比较这一家的红烧肉与那
一家的区别。“永远在期待下一个”。真
喜欢看他们如同孩子一般，在新的菜
端上来时，眼睛里的探究与兴奋。

我们的好家风在下一代身上也
得到发扬。父母一手带大的侄女，因
为工作的关系，对沪上的时尚餐厅了
如指掌，她还会根据大众点评网的推
荐，发现新食点。“爷爷，尝尝这个烤
虾串！”“奶奶，这个豆沙锅饼不太
甜！”人的活力与智力是在欢乐满足
中最能刺激出来的。看到老爸有一次
在西餐厅，对着旁桌的老外说“哈
罗！”我们都笑起来，因为印象中，老
爸从来是严肃有余。

记得一个歌星写的传记，她是从遥
远的山区奋斗出来的，等她成名以后，
她最热衷的事，是把母亲接到北京，请
她一家一家地遍尝北京好饭店。她是让
母亲好好享受生活，同时也见识女儿事
业的成功。好聪明有心的举动！
“唉，我应该早一点也多请我丈母

娘上饭店！”有几次，哥哥这么感叹道。

他的丈母娘已经生病过世了。这个好
良心的女婿，常感慨在丈母娘患病的三
年里，光顾着陪她看病，找医生，而没有
想到，有力气时应该多光顾饭店，“把钱
吃掉！”“只要想想，那次在饭店里给她
过生日，她多么神采奕奕！”

不一定是一大家子欢宴，有时仅
仅我与父母，或者我们兄妹与父母。三
个人、四个人、一大家子人，餐席上谈
的话会有点区别。和那些美丽的菜肴
一样，那些有小小区别的家常谈心也
是父母的心头爱吧。他们，以及他们过
往与现在的生活，被我们珍视着……

有时，我们也会起哄着：“让老爷
子请客！”我们专挑全家人聚合的时
间，港式茶餐厅的地点，这样既让老爷
子有面子，又替老爷子省了他心疼的
票子！

父亲爱什么!母亲喜欢你怎样对待

她" 每个人有每个人特有的孝道!就像

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家风# 请父母去饭

店是孝道!帮年老的父母洗脚是孝道!

带父母看一场新上映的大片也是孝

道#你的孝道是什么"欢迎读者给我们

即将开的栏目$我的孝道%投稿&

———编者

! ! ! !新春，新园大楼胡国光教授赠与一册
虹梅街道古四居委老骥们共同创作的《新
园吟》诗集，掩卷后有感，随口吟上四句：
古四春来早，诗书把春闹。老骥一挥毫，春
颂诗高超。束志立的《暮春随感》：“心底春
花永岁栽，经风沐雨日常开。闲观世态悠
然去，笑赏白云兴矣来。华发追驹何足虑，
枯藤老树更衣来。万通老趣随人谑，吟兴
汤汤任剪裁。”宁静、淡泊，胸襟豁达的八
十岁诗者形象跃然纸上。吴翠玉的《春
色》：“江南三月雨蒙蒙，一片晚樱似彩
绫。绽放玉兰枝上白，小区春色满园馨。”
小区春色满园馨，指的不仅仅是自然景
色温馨，而且也是小区人文环境满园馨。
阮燕仪的《世纪公园赏梅》：“清晨世纪
村，旭日照梅林。曲径通幽处，花房斗艳
深。春光蜂采蜜，艳照鸟歌春。游客花香
醉，来宾赞美音。”酒醉，汉子也，花香醉，
女汉子也。这岂是鸟歌春，是女汉子歌春
也。胡国光的《暮春上海市区漫游》：“时值
暮春何处去？举家同乐半城游，儿时旧迹
今难觅，满眼风光百丈楼。”满眼风光百
丈楼，形象、鲜活地点明了上海的巨变。

老骥们春思缠绵，春诗泉涌，抒写了
暮春豁达情怀。这些诗歌，也组合成了古
四小区文化建设的视觉与听觉的优美乐
章。这支社区文化建设的老年队伍，在居
委书记的领导与大力支持下，不仅满怀
豪情写诗歌，而且激情澎湃写春联。古四
居委在虹梅街道的大力支持下，为这批
老骥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开辟场地，
耗资 !"" 万元在新园大楼买下了活动
室。他们可以定时开展经常性活动，出刊
集子也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不仅仅赛写
诗歌，春联，老骥们还在何侠斋老师指导
下，将平时书法磨炼的成果，在活动室联
合展示。有了文化生活，有了文化家园，
对于闲居在家的老人们来说，那个精神
的风采是不一样的，对未来的信心也是
不一样的。艺要切磋，人要交流，有好的
社区，便有诗意的居住。

! ! !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谁都无法逃避
的自然规律。面对老年，人们的心态却各
不相同：有的人淡定从容，旷达地静享晚
年；有的怨天尤人，在强烈的失落感里打
发光阴……不同的心态固然与客观环境
的差异有关，更与“何以处老”的思想认
识关系极大。遇到那些牢骚满腹的老年
人，人们常劝其“看淡点”、“想开些”。那
么，如何才能“看得淡”、“想得开”呢？

首先，不顾老。据《艺林散记》载：谢
刚主买书成癖，自谓倘知明天就要死，今
天的书还是要买的。这个书癖不顾即死
而依然各行其是的态度，是值得老年人
学习的。老年人倘能不顾老，少些思前想
后的顾虑，爱干什么干什么，能干什么干
什么，心境自然就淡定从容了。

其次，不嫌老。老作家郑逸梅自述
道：予齿日益堕落，自称“无耻（齿）之
徒”；予任教职，却多外骛，自称“不务正
业”；又鳏居无偶，可谓“独夫”；每晨以腐
乳佐粥，可谓一“腐儒”。郑先生在老得口
中无齿的艰难中，还能如此洒脱地跟自

己开玩笑，其不嫌老的心胸可谓难得。
难怪这位寿星活到 #$岁才辞世，临死
前一天仍笔耕不辍，当天上午还谈笑风
生地接待来访者。老年人若具有这种不
嫌老的心态，那些因老而生的苦恼自然
就少了。

再次，不服老。即对老年的价值要有
清醒的认识，要自尊自信。在笔者老家，
流传着一首《有详歌》：“有详有详真有
详，黄糕粑离不得漏子糖。麦子老了晒得
酱，甘蔗老了熬得糖，茄子老了一包籽，
丝瓜老了一包瓤，南瓜老了黄灿灿，冬瓜
老了起霜霜。”“有详”意为有意思、有意
义。民谣表明：许多过时的东西其实都非
废物，老麦子、老甘蔗可以晒酱熬糖，茄
子籽来年可播种，丝瓜瓤过去在乡下是
很好的抹布，老南瓜特别甜，霜冬瓜可作
药用。同理，老年虽然不能与青壮年同日
而语，但只要你不自暴自弃，在身体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干些事，同样
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老年人不服老，心
态自然就趋于平衡了。

! ! ! ! 去年我过生
日，老伴精心张罗
一桌菜，儿女们回
家带来他们给我的
东西，老大买蛋糕
和烟，老二给我买
两瓶好酒，姑娘给
我买了一件羽绒
服，大家开开心心地
一家人聚在一起谈
天说地。他们走后，
老伴说：“老头子，你
看他们又花费了不
少，他们在外打工，
日子也过得不宽裕
呀。明年，你过生

日，你跟他们说回来就行了，有
这份孝心就行了。”

今年，快到我生日时，我一
一给他们打电话，和他们约法
三章：不买烟酒，不买礼品，不
买衣服。他们说，我们总不能空
手回家吧。我对他们说，要送就
送点我需要的，简单实惠又不
多花钱的，他们点点头。生日那
天，他们给我买了一个蛋糕，吃
饭时，老二拿出一张收据，对我
说：“爸，我们商量了一下，你生
日我们到邮局给你订了两份报
纸，充实一下你的业余生活，这
个礼物还行吧。”我接过一看，
他们给我订了一份老年报和一
份当地的都市报，老伴说：“你
们这个礼物太好了，正合你老
爸心意，我们老年人多看报可
以锻炼大脑，不至于跟社会脱
节呢。”我忙说：“还是你妈了解
我，等你妈过生日时你们也给
她送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几个
子女连连点头。

这个生日，儿女们给我的
礼物我最满意了。现在我们的
生活不愁吃不愁穿，他们关注
我的精神追求，送礼送到了我
的心坎上了。

! ! ! !学写字，用笔要轻；搞创作，布局要
松。写字时，要目中无人，才会写我体；画
画时，要目中有人，才能画吾画。生活小
故事里有成功人生之方法；成功人生之
方法大多来自小故事。琴棋诗书画，有空
学一点；仁义礼智信，必须懂多点。有时
候男人越宠，女人越缠；有时候女人越
惯，男人越懒。敬畏与慈悲，是心灵之门；
感恩与宽容，是心灵之窗。男人看青衣，
看到的是风月；女人看青衣，看清的是悲
伤。人最美好的时候，总是看不见；命最

痛苦的时候，总是在后悔。生性多疑时，
真朋友不真；生性不疑时，假朋友不假。
定个目标，默默潜行，必定实现；做件实
事，紧紧抓住，一定如愿。有念想，便会努
力；有念头，便会争取。锋芒毕露时，处处
树暗敌；以柔克刚时，事事讲舍得。一个
人做的事，容易保密；一群人做的事，必
然泄密。积淀多了，必有灵感；积累多了，
必有经验。 要想不穷，学会理财；要想
不乱，学会安排。爱思考的人，独行的多；
爱思想的人，理论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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