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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

每月初，我们这些当年插兄插妹总要聚会。每次，
孩子的家庭和我们晚年生活的安排是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大家基本的共识是：几十年风风雨雨过来了，要为
晚年幸福生活提速为主，适当对孩子“扶持”为辅。

我们都是生于上世纪 !"年代初期者，孩子大都成
家立业，但潜意识里难免牵肠挂肚：孩子的工作和生活
是否顺心？孩子有问题有困难，如婚房的购置啦、新居
的装修等，总要扶他们一把、送一程，适当予以帮助。但
孩子成家后，我们都主张他们“单飞”，靠自己的辛勤和
智慧提升生活质量，如果还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对今
后的家庭有弊无利。记得我插队的地方有位李姓村民，
靠做生意发了点小财，孩子认为大树下面好乘凉，整天
沉迷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搞得家庭不和，令人扼腕。

我们都觉得，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就是为忙于工作
和生活的孩子们最好的“减负”，是送给他们最实惠的
“大红包”。

金洪远

熟识的朋友同事总爱打趣，阁下这几年东游西逛，
潇洒得很，难道真像你平时挂在嘴边所说，将潇洒进行
到底吗？就不准备给孩子留点什么吗？

朋友同事的提醒并无大错，但其实静心想想，时下
孩子的经济条件和收入，是我辈难望其项背的。虽是退
休的工薪族，不能和家庭条件优越者相比，但毕竟衣食
无忧，可以用结余的资金在条件可承受的范围内，做些
自己喜欢的事，丰富晚年生活。笔者曾接触过一些嘴巴
上潇洒的人，但真正要他潇洒一下，往往思前顾后，优
柔寡断，直到因身体条件和年龄发生“变化”，无法完成
心愿，才想到要吃那永远不可能有的后悔药。

享受晚年生活，一定要“想开”。辛苦工作了几十
年，只要条件许可，就应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做些年轻时
想做但因种种原因没做成的事。我至今记得，老母住院
邻床一位长者，一辈子省吃俭用，欲将省下的钱分给两
个孩子（其实两个孩子的家庭条件非常好）。虽然老人
嘴巴上也常唠叨要去 !"多年未回的故乡看看，但依旧
舍不得花费，直到脑梗，半身瘫痪在病床上长吁短叹、
流泪不止，故乡梦成了老人心中永远的痛。两个孩子再
孝顺、努力，也无法完成老人回乡的“宿愿”。虽然时隔
五年，病房里那情那景，让我记忆犹新。有句大实话说
得好：思想是孙子，计划是儿子，行动才是老子！
儿孙自有儿孙福。要相信下一辈的通情达理，相信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比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当年我
们不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吗？况且孩
子有了“压力”才会有“动力”。作为老一辈，我们尽可把
潇洒进行到底，不必人为地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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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孟侯

现在大城市里老年人哪个手里没有三万五万十万
八万？这点辛苦钱自己不舍得用，也不给小辈用，老是
紧紧地捏在手里吗？不聪明。

稍微有点钱的老人一定不要放长线钓大鱼，心想
我有这么多钱，你们不能小看我。老人一定要学会放短
线钓小鱼。如果手里有足够的“鱼饵”，就一点一点撒，
一点一点喂。儿女的孝心就是这样喂出来的。

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一般都把孝敬长辈视为
“本职工作”，但他们的后一辈就没这个耐心了。培养他
们做好“本职工作”，既靠灌输，也靠日积月累地喂养。

但钓小鱼也好，撒饵料也好，千万不要自己所有的饵
料都倒进鱼塘（比如八万十万），没有了后手，鱼就不理你
了，它们到别的岸边找食吃去。鱼是很现实的。

我朋友的父亲老祁八十多了，儿子把他送到郊区
的养老院，从此没再回家住。儿子、媳妇和孙子每周必
去看老祁，有时候一星期去看两次。护士们都觉得这帮
小辈特别孝顺。老祁笑着说：你们可以偷看我的秘密。
周六，儿子来了。临走，老祁又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取
出三张赤刮里新的一百元，一人分一张。儿子说谢谢阿
爸，孙子说谢谢爷爷。后来护士问：你这样每个礼拜发
钞票，积蓄不是要发光了吗？老祁说：一个星期发 #""

元，一年 !$个礼拜才发 %!&'"元，('年就发 (!万，$'
年就是 )'万，我还能活到 (''岁？你一下子给他 (!

万，他会想阿爸反正没有什么用了。
老祁用的就是放短线钓小鱼的办法。他儿子背后

跟我说：阿爸真大方，不像别的老年人，勒煞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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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阿婆为村民播撒爱心

日前!嘉定区安亭镇前进村的退休阿

婆钱秀英!自费请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专家来村里办了场时政报告会"钱秀英

小时因腿致残!但她退休后积极参加村里

各项志愿者服务!特别关心老人" 她常自

掏腰包请剧团为村民免费演出!被村民誉

为#播撒爱心的人$ !刘必华"

听八路军爷爷讲革命故事

近日! 普陀区真如西村邀请社区里

的八路军老战士%!"岁的傅泉给放假的

学生讲革命的故事" 傅泉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 他给大家讲述了硝烟弥漫

的战争年代! 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们艰

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先烈事迹" 他还向大

家展示了自己革命的功勋章" !丛歌"

南瓜刻字+健康快乐'送老人

近日! 崇明中兴镇广福养老院的老人

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刻有'健康快乐$字

样的小南瓜( 这些小南瓜来自上海越冬绿

叶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时! 合作社常把

'自产$农产品送给养老院" 最近!'刻字$南

瓜成熟上市! 合作社特意留出一批送给养老

院的老人!希望老人多一份健康快乐" !张峰"

老人的钱财
何时给子女
最合适

老人要放短线钓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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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是永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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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谁都不给
秦绿枝

我从年轻到年老，从来就没有发过什么财，因此也
没有什么财产，只不过儿女都能自立，不来啃老，我和
老伴两人的退休金，计划着用，不浪费，所以还有点积
余，也不多，就存在那里，以备不时之需。当然，儿女们
如果有急用，一时缺钱，跟我们借，我们也会给一点，还
不还无所谓。我比老伴要大十一岁，当然是我先死，这
点积蓄自然都归她。她走了，自然都归儿女，让他们自
己分配吧。相信他们会正确对待的。现在我们还是要把
钱攥在自己手里，不给，谁都不给。

陈沁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很赞同的观点。我
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目前两个孩子均已结婚。婚前，
我们负担他们的生活学习费用直到独立。工作后，赚的
钱由他们自己打理，结婚购房时我们适当给予资助。平
时如向我们借钱，都必须写借条，到时归还。他们结婚
后，我们就要求他们独立生活，平时都不送钱，反之我
们也不要他们负担。我们对子女的要求是：“自力更生，
分忧解难；尽心尽力，孝敬担责。”

我和太太均已退休，各自尊重各人的爱好和兴趣，
她爱静，多做手工，缝缝衣服，打打毛线，带带外孙；我
则做些公益活动，为外来务工子女学生做点有意义的
事，每年都共同外出旅游。至于身后的财务等，我和爱
人有个约定，手心手背都是肉，儿子和女儿是平等的。
对于家产、房屋和收入等我一一做了登记，按照有关法
律做好预嘱。“本是同根生”，同胞兄妹，手足之情，为父
母的“身外之物”闹矛盾，不值。当然，根据实际情况，作
为老的要一碗水端平，客观、公正、公平而无怨。

财物总会散尽，而抹不去的是永远的记忆。

老少咸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