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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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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民

! ! ! !朋友们不止一次说起过“众筹养老”的事
情，意谓到时候大家相约去找一家相应的养老
院，甚至找一块地盖一处房，搞一个养老合作
社，互相照应又还规避了居家养老的封闭和孤
单。这个提议每次都获得了热烈的响应。

真要当回事，就须认真规划。这首先是要
慎重协调各人因收入、习惯、原住地域等各种
因素的差异，以至于达成“殊途同归”；更重要
的是，朋友虽是多年的知交，但是将朋友间志
趣相投、竭诚以待的友情，直接套接移植到居
家生活，还需要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

这里要克服的一个悖论在于，一般的交
往，自可若接若离，各自为政；而朋友间众筹养
老的题中之义，自是平常日子间更多的交集和
叠加。然而恰恰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
盐，是最为个人和私密的部分；各自多年形成、
此时暴露无遗的秉性癖好，未必会被别人接受
和包容，加上老年人的固执己见，弄不好因琐
事生隙，结果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就伤神头
疼了。

好事须多磨，众筹养老或者养老合作社既
然具有许多优点，就值得大家合力向往；对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多予考量，也是以臻完善
的目的。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朋友的良性互动
是包括了适度的间离性和阶段性的。但是若真
的能有人生全覆盖的朋友缘分，则是人生幸事
乃至是人生造化，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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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养老模式：一
些性情相仿，志同道合的亲朋或好友，共
住一家养老院，平时聊聊天，散散步，或者
玩玩牌，来个小麻将什么的，有事时相互
也好有个照应。而身体好的兴趣高的还可
以一起游山玩水。这样既解放了繁琐的
“家务劳动力”，也省略了小辈的“孝顺成
本”，对自身的健康无疑也是有益的。

但再想想，这里毕竟是养老院，而非
自己的家。对老人而言，家的感觉和温暖，
不是养老院可及的。金屋银屋不如自家的
老屋。尽管养老院的护理人员“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但能有家人的亲情动人吗？这
其实是一种“亲情养老”的逃避方式。偶尔
“潇洒走一回”可以，长期以往，难保心安。
所以，我更为“居家养老”点赞。

家是什么？亲情所系，温馨所在。锅碗
瓢盆交响曲，油盐酱醋大碗茶。家具也许
是老的，但镌刻着最美的记忆；食物也许
是简单的，但蕴涵着最真的滋味。居家养
老，总难免有家长里短，磕磕碰碰，但心放
宽点，气量大点，也就过去了。与“和亲朋
好友共住一家养老院”的养老相比，“居家
养老”更本真。前者的养老方式所具备的优
点，居家养老都可以做到，譬如：亲朋好友
相聚；找个护理工；有个家庭保健医生……
只要你用心，并达到一定的经济条件，这
样的居家养老和“抱团养老”有何差别？

居家养老更本真

! ! ! !近闻朋友圈子里传，如今流行一种自
助养老方式，即找一郊外僻静处，或附近小
城镇山清水秀处，租一小屋，寻三五知己，
或五六同道，习性相近、志趣相投者结伴同
一屋檐下，共同书写养老新篇章。欣闻这一
信息，不由为之点赞。从大处来说，此举可
为国家分忧、为社会减负；从小处来说，养
老方式的多元，让有意者多些选择，不无裨
益。

于吾辈文化人来说，有这样一间温馨
小屋多好，乃读喜欢之书、写钟情之文、做
舒心之事情系所在。不由想到林语堂先生
当年的雅趣描述：“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
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盆，哲学经济诗文，史
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
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多
么生动贴切的写照，正合吾意。当然，知己
同道还可以随意些，根据各人所好，或打
牌，或下棋，或上网，或书画；也可泡上一杯
浓茶，随意而躺而坐，聊些无关宏旨的天南
海北和趣闻轶事。想笑就笑，无拘无束，让嬉
笑怒骂皆成文章，让生活情趣充满小屋。而
结伴寄情于绿水青山、地理人文，饱览大自
然的美丽风光，当是不可缺少的主打内容。

良辰美景，就在身边。所谓“世外桃
源”，不过如此。

也许，这就是许多人曾经梦想的养老
境界。其实这样的养老生活离我们
并不远。

共同书写养老新篇章

去年，台湾人李伟
文与一群知交老友，一
共12户，做了一个重大
决定：共同集资，在台南
市选了一块地，自建一
栋老人公寓，取名为“蜗
居”，他们决定一起实践
老年的理想生活，由此
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
注。本刊特请五位对此
颇有见解的人士，发表意
见。相信这种探讨,对于
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索，
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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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夕阳下的美妙图景

待我们年老时与亲朋好友
共进一家养老院的念头多年前
就有了。那时随着周围人渐渐进
入了花甲之年，大家自然而然会
扯到如何养老上。现在都是独身
子女，有的子女还远在海外，即
便在身边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生
活，指望他们照顾双方老人显然
不现实。我们希望老了后生活质
量不下降。如何安度晚年，又不
拖累小辈，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
话题。

好友岳父八十多岁了，独自
生活多年，虽是一个高级知识分
子，但近年渐渐思维退化、体力
不支，好友夫妻为照顾老人疲于
奔波，不堪重负，从而试图让老
人进养老院。但老人不乐意，他
习惯了居家生活，在观念上也接

受不了。后在多方劝说下才勉强
答应试试。未曾料到，老人入住
后竟十分喜欢，主要的是养老院
体现的人性化，每天都安排不同
的活动，丰富多彩，其乐融融。老
人进去后乐不思蜀，再也不愿出
来了。

好友将养老院的照片和视
频发给我们，引得我们一众老伙
伴们煞是羡慕。但大家都说，即
便进养老院，也要有志趣相投者
乃至兄弟姐妹，结伴而入才更有
劲。大家共在一处，琴棋书画、诗
酒花茶，赏析交流，不亦乐乎！亲
朋好友在一起，彼此知根知底，
不用刻意去适应，能够包容和照
顾，可谓轻松惬意，锦上添花。这
才是深秋夕阳下的美妙图景，这
才是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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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本凤! ! ! !“好友抱团养老”一说，早有耳闻。在我看
来，它凸显了社会及相关人群的某种焦虑与渴
望。身边就有这样的事例：我身边的一群从事
房产和建筑设计的同济毕业生，六七年前在嘉
定某地块规划时说好专留一个养老项目，相约
建成后共同居此养老，热了好一阵，现已偃旗
息鼓。我工作系统的几位同事，退休后候鸟式
的栖居于南方名胜之地，据说去试水者也不
少，日子过得蛮舒坦。我去浙江安吉农家乐，好
几次皆在小村里碰到群居在此操着沪语的养
老者，一问，竟已多年。

挂在嘴边的，已然实践的，先期实验的，之
后跟风的，抱团式养老已在民间萌发它的初
态。从泛泛而得的信息来看，做成这件事情的
关键好像绝对不是资金、地域、年龄或人数，而
在心理。有的人光想不动，有的人想做而力不
从心。我想过，一伙已经如愿安居的养老好友，
住了若干年，突然老大走了（各种原因哦），这
安然的局面还能维持下去吗？我还想过，平安
生活 !"年后，已是 #"多岁的这伙好友，年皆
老焉，掌控整个局面的能力能不弱化甚至消
失？养老之路，是收官之路，各种主观、客观以
及始料未及的变化，会是做这件事必然遇到的
考验。所以，我说参与者心理的坚定执著，在整
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

老，终将而至；老去，终将是孤独的。老而
同行，又有几分快乐，那就是缘分中的幸福
了。在目前的国情下，我赞赏“好友抱团
养老”。只不过，它需要所有参与者付
出大智慧与大勇气，因为它需要
人生晚年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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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坚定执著最重要

老少咸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