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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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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是个“!"后”，今见大妈有被妖魔化之势，
当有话要说。

我们的父辈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人的受教育
程度只定格在初中。这一来，一方面是学校教育
的缺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日新月异
的城乡风貌，使得早年缺少见识的这代人（其实
不仅是大妈）迫切想去触碰这一份美好。那么，为
人子女，可以从中做点什么呢？

如今的年轻一代一般都接受过优良的教育，
破坏绿化、插队等不文明行为在他们中间较少发
生。!"后、#"后中的不少人更是其父母所引以为
傲的对象。年轻一代知识面广、举止得体，且极其
重视对下一代德智体美的全面培养。然而，和上一
代人的相处时间却普遍都很有限，使得儿女们错
失了太多将自身优点同化给父母们的机会。

有一次在外地某景点，我亲眼目睹几个大妈
从厕所出来，将湿溚溚的手擦在边上旅游商店用
来出样的服装上。前不久，当我途遇那些大妈们
在花丛中拗造型拍照而被人低看的时候，我的心
头五味杂陈。窃以为，类似“大妈上树”等不文明
行为，未必是其有意要去破坏规则，或许是她们
确实未意识到如此行为举止显得多么不堪。依我
之见，如能在其成为“攀枝花”之前正确地助其分
辨美丑，该是多有意义啊！

再详细的文明须知，都比不上共处时自己儿
女的一番话。儿女们应当明白：多去看望父母，和
他们聊聊世面上的新鲜事，多陪他们去户外走
走……“言教”同“身教”结合，扶植向上的审美
观，远比物质的给予来得更重要。

如今的大妈（大叔）亟需我们以这样的方式
去反哺。

!!"后"说大妈

! ! ! !前几日，和朋友出去旅游。晚上，大家坐在一
起聊天，我一看在场的七八个人都是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生人的大妈，我就问了：“各位可看到大妈
上树的照片？看了这张照片有什么感想？”顿时，
大妈们炸开了锅。金大妈说：“大妈的台被坍光
了。”张大妈说：“这张照片，人挤人，人上有人，上
树的人胆战心惊，因为她们要担心树吃得消分量
吗？所以她们脸上的肌肉是僵硬的。”林大妈说：
“大妈上树想将镜头拍得美一点，可是仔细看看，
这个镜头不仅不美，而且相当丑陋，整个画面压
抑，位置杂乱无章。大妈的衣服色彩凌乱，色彩不
搭，一点没有品位。”

我说：“既然如此，难道这些大妈不知道美丑
吗？”蒋大妈说：“她们当然知道，只是她们以自我
为中心，不考虑公众的利益，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不知道一个人应该时时刻刻用道德约束自己。这
些年，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对是非观念、道德观念
说了少了，以致有些人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一
番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

徐大妈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大妈已
经成了某种符号，甚至在国外也造成了负面影
响。我觉得我们上海大妈应该行动起来，向整个
社会呼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要做讲文明、有修养、懂礼貌的大
妈。我和我的小姐妹约定，唱卡拉 $%，离开的时
候，必定将包房内的垃圾带走；吃自助餐做到量
力而行；说话尽量将声调降低；外出旅游要遵守
公德，拍照要大方，不做不文明的事情。”徐大妈
的话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大妈说!大妈"

! ! ! !邻居小王退休后，组织了一个驴友群。前不
久，报名去泰国、越南旅游，因我懂点外语，他们
便邀我这个 &"后一同参加。由于网络上常有老
年人在外旅游时不文明现象的负面新闻，因此就
有了带贬义的包含男性在内的“中国大妈”一词，
泛指五十多岁至七十多岁的老年人。群里的驴友
们大都刚过五十，自嘲为准大妈。

出发前，小王在群里发帖，大意是请大家在公
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乱扔杂物、不攀枝摘花等。
在七天的旅途中，感觉这些准大妈们很自信，也看
重自尊，更懂得自爱；很洒脱，也看重优雅，更懂得
宽容。有一次，看见几个大妈摘花拍照，驴友们便
上前阻止，受到个别大妈的嘲讽，作为大妈的一
员，我都感到汗颜，但驴友们仍然好言相劝。

晚饭时谈及此事，小王告诉我，她也有个 &"

后的姐姐和姐夫，他们是饱经沧桑的一代人，共
和国的每一次动荡都波及到他们。现在他们老
了，有的人，越来越感觉自己被社会边缘化，甚至
越来越被家庭边缘化，他们焦虑不安，常表现在
一些暴戾的举止上。但更多的人，他们笑看过往
岁月，经常抱团外出，饱览祖国的河山，品尝各地
的美食。至于不讲理不文明的大妈，毕竟是少数，
我们可以批评，但对这一代人，我们应该给与更
多的理解和包容，因为，更多的大妈依旧在家庭
里、在社会上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余生。小王的
言论得到了大多数准大妈的赞同。

于是，我在想，若干年后，现在的这些准大妈们
成了真正的大妈，她们一定比上一代大妈更有
风采！好想看看她们这代人成为大妈的样子！

郑自华

! ! ! !鲐背之年的姑奶奶没念过书，牙缺了，说话
有点漏风，但仍像早年那样快人快语，常常引
“经”据“典”，叫你笑得趴下。

那天，表妹把手机送到她眼前，让她看照片
上的人在做啥。她眯着眼辨认了一会问：“是猴子
爬树上了？”见我们都笑弯了腰，她才板着脸说：
“我知道'几个老不正经的爬在树上拍照。”她儿媳
妇解释说：老人早上就看过照片，嘴里嘀咕到现
在，骂她们坍台坍到树上了，刚才是幽默了一把。

姑奶奶小时候想采鲜枣子吃爬过树，被她爷
爷吼着吓下来时，衣襟让树枝勾住才没跌伤，但
小褂子被扯碎了，好在身体没发育，要不春光乍
泄，不被打死也被骂死。

这故事她不知说过多少回，她说她从此知
道，女人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大人爬上树玩是
败坏风气的事，哪能瞎来来！她指着照片说：“我
们的祖先就是从树上下来找文明的，怎么又退化
上树去啦？”她说着说着笑了，我们却禁不住为那
些爬树的大妈脸红起来。

这几年，姑奶奶腿脚不如从前，但有花的季
节，公园里少不了她的身影。子女知道她的脾气，
推轮椅车时格外小心，一棵草也是不敢轧到的。
姑奶奶说：“花啊草啊都是有生命和感情的，这么
美的东西你们不爱护，还会拿我当宝？”

其实，她心里也心疼这些大妈，“骂”过之后，
倒也没忘抚慰两句：“这些女人，年轻时围着机器
转，退休后被儿女孙辈缠着，有机会轻松一下也
没错，不过……”姑奶奶喝了口茶，却没了下
文，但我明白她“咽”进肚子的意思：赏花的
路有千万条，文明第一条！

编者按

今年三四月份，一张“大妈上树拍
照”的照片在网上疯传（一说此张照片
经过了后期处理。但此类程度不同的
不文明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引起了热
议，甚至有人列数大妈种种“劣行”，还
有人指责大妈丢脸丢到了国外。究竟
如何看待此类“大妈现象”？有人认为
这是小题大做，以偏概全，不值得一
议；也有人觉得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各
方争论不休。为此，我们组织了这次讨

论。今天发表的五篇文
章，让不同年龄段、不同
性别的人说说自己的见解。

! ! ! !近来一张“树上开满大妈”的照片，在微信群里传得沸沸
扬扬，大妈们的“壮举”引来一片哗然，就连“大妈”这个原本被
人尊重的称呼，一时间都成了缺乏社会公德的代名词。

身为大叔的我，尽管对大妈们的出格举动也看不惯，但我
还是想提醒大家，我们看问题要理性，不要一味指责，更不要
以偏概全。

现在的大妈们，年轻时上班下班，相夫教子，打理家务；退
休后一日三餐，既要顾老的，又要管小的，说句实在话，现在有
哪个家庭离得了她们？！她们忙了一辈子，也累了一辈子了，得
空偷闲，出去放松放松，发泄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呀。别看这
些大妈已经年纪一把，其实内心深处还是藏有一颗童心的，因
为一时高兴，才会忘乎所以。

因此，我们要有宽容之心，对不文明行为可以给予善意的
提醒，给大妈们一点时间。人都是要面子的，我相信她们会理
解会接受的。我这么讲不是没有依据，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前
几年穿了睡衣睡裤四处荡马路的大妈，现在你还看得到几个？
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大妈还是很可爱的。现在不论在

哪个社区，做楼组长的、参加巡逻值班、保洁护绿等等公益活
动的，严重的阴盛阳衰，志愿者大妈们的参与率远远超过了我
们大叔。都说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我相信这些爬树的大妈在
家里也一定是个称职的好妈妈或好奶奶（外婆），一旦她们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损于好大妈的形象，她们肯定会改的，对此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大叔说大妈
龚青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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