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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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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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不少“50后”相比，我用智能手机相对比较“溜”。然

而，这个“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放下架子学习再学

习的。

最初给我带来乐趣的是网购。那是在上海世博会筹备

期间，我们从各个单位召集来的工作人员十分辛苦，这时金

鱼儿总会拿出各地美食让人解馋。得知是网购的，我质疑网

上能有什么好东西？金鱼儿嗔道：“好吃就是硬道理。”

想想也是，所谓的顾虑不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

心理？我请金鱼儿帮我也下载一个 APP。这个小老师虽然嘲

讽了我几句，但还是热心地教我如何寻找宝贝，几次下来，

师傅下岗，学生自己操作。网购就像是朋友，越来越熟悉，到

如今想买什么东西的第一反应就是上网。

前几年，稿子完成后照例发到了编辑的邮箱，左等右等

不见回复，于是发微信问询。编辑人在外地，让我直接从微

信中发过去。我刚回答了个“OK”，心里一惊，把文件从电脑

转手机，怎么弄？这一抓瞎忽然有了老师的人选———有个常

来蹭饭的“90后”，我的台式电脑是她安装的，我的苹果手

机也是她在“双 11”替我抢的优惠价，不能放过她！不消五

六分钟，一张张标注了圈圈的照片发来，让我按图索骥操

作。从此我不仅有了电脑版微信，而且学会了照片标注。这

些年，我从小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智能手机功能，融会贯

通：付钱转账无需跑银行，打个车还能在几家网约车平台比

价，预订的电影票能挑选位子，“大众点评”里多写几条餐评

还可成为 VIP会员，有打折的优惠……

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智力不可逆转地停滞不前了，但

只要不耻下问，学习是不分年龄大小的，一旦学了，老人也

有可能变“智能”，不信试试。

不耻下问“小老师”

章慧敏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妈小心翼翼地问我，几点

下班，她有件急事必须等我们回来给她办。“什么事？”

“我的手机快没钱了，等你回来给我充钱。”我又笑又

叹，打开支付宝，20秒钟后，两百元钱充好。转念一

想，对手机不捆绑银行卡的老妈来说，这确实是个事。

但她又绝不放心把工资卡挂在神秘莫测的网络空间。

在她的概念中，随时可能会有一只手伸进手机，把她

退休工资掳掠一空。两烦取其轻，有事她只能找我。

数字连通了现实，但这个新世界对父母来说变得

很难，我成了他们的“信息天使”。我不遗余力地推行

诸多我认为他们能学会、能显著提高生活质量的技

能：开通蓝牙，接通蓝牙音箱播放动人的老歌；充值听

书 APP，长篇评书想听就听；分享转发商品链接海报，

而不是截个图让我去海量中翻找等。同时，我又不断

击破那些算计他们的套路：贩卖养生焦虑的微信公众

号、某某新闻平台上不靠谱不着调的社会新闻、收割

流量的危言耸听、价格跌穿地板的劣质拼团……

再同时，我手机里管理着诸多订单：爸妈家的保

洁阿姨上门服务日历、鲜花和鲜奶送到家的服务周历

等等。但凡他们要出门，我就把服务的那个日期顺延。

时代推人前行。老爸终于学会了用地图软件查找

距离和交通，学会了用网约车平台叫车，我松了口气，

这意味着，他们老两口在外地旅游能自己解决出行

了。银行卡虽一直没捆上，但我们协商出了个土办法：

老爸定期给我的银行卡汇钱，让我用发红包的形式转

给他，这样，老爸就可以用微信里的“零钱”网购了。

有时，我觉得有点累，但更多的时候，看到他们迈

出一小步，生活提升一大步，真是由衷高兴，感觉到自

己为人子女的价值———给爸妈提供信息工具的便利。

每当我妈唠叨“学不会”“跟不上”，担心给我找麻

烦时，我就会指着她在上幼儿园的外孙女告诉她，世

界是公平的，将来，等我也老了的时候，我肯定也会落

伍的，到那时候，就该我女儿上场来做“信息天使”了。

做爸妈的“信息天使”

    2015年 8月，我去九华山旅游，一下车，就遇到

了 76岁的徐阿姨。四目相对，她那睿智的目光吸引了

我。缘分很奇妙，我们一见如故，分别时，她提出和我

加微信，这让我汗颜：我这个思想传统的“70后”，出

门前刚买了智能手机，还没开通微信呢，居然被老人

领先了。当晚回到酒店，我立即下载了微信，徐阿姨的

网名是“最美夕阳红”，头像是她本人，摆着个自然的

舞蹈姿式，腰板笔直，气质优雅。

我们用微信聊天，在朋友圈互相关注动态。徐阿

姨只有一个孩子，一天看到她发朋友圈，女儿从国外

快递回一个机器人，不由得感叹：思想上的先进，真的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徐阿姨堪称走在时代前列的“老

青年”，操作机器人、电脑上网、手机搜索、导航、网购、

扫码支付、语音或视频，她无一不会。她说：“跟朋友

学，跟身边人学，一遍不会两遍，两遍不会三遍，要相

信自己能学会，只要坚持使用就不会忘记……”

有一天我也会老，到时会面对更先进的智能工

具，只要记得徐阿姨这个榜样，拥有她的心态，不畏

难、肯求教，不甘落伍，就一定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那

天，我和已经 81岁的徐阿姨语音聊天后，忽然想起她

的微信个性签名，打开来看，还是五年前的设置：“永

远不要让一扇门挡住了你的去路”。是啊，当子女不在

身边，当没有志愿者相帮，你要相信有些事没有想象

的那么难，你以为是道不可逾越的墙，其实是一扇

门。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老人们也要加油，

跨过数字生活的新门槛。

小 月

她是我的榜样
李佳慕

虚惊之后

    工作日的上午，母亲来电话了。第一句便急

急地问：“我微信里的钞票要被人划走了，这可怎

么办呀？”我一头雾水。父亲冷静地告诉了我事情

的原委。原来，母亲一早经过超市，遇到商家搞促

销发商品优惠券，不过要在微信小程序里领取和

使用，而她忘了小程序的用法。排队结账的人一

多，母亲更是有点窘，于是就求助身边的一个小

青年。递手机、开微信、问密码……待到全部操作

完毕，人都回到家了，才一下子紧张起来：怎么就

透露了密码呢？然后，就是各种戏码的脑补。

我听得笑出声来：手机没丢，微信账号也没

那么轻易被破解，况且还有指纹密码，别慌！这些

话让母亲放下心来，留下父亲继续与我通电话。

我突然想起：上次给父母写的“宝典”上不是有小

程序的使用方法吗？父亲说：“你妈常把你画的手

机使用示意图拿出来‘复习’，还会放在购物用的

手包里随身带着。只不过她今天本没打算购物，

又没带包，待到要用手机付款了，才发现没背熟

那些步骤。”听到此，我也不禁脑补起来了：母亲

拿着手机对照着“手机使用方法”进行操作；父亲

在本子上用笔记下手机使用中每个不曾碰到的、

想要问我的问题；我则在琢磨怎么把图标和解释

写（画）得更容易让他们明白……

父亲让我再把安全使用手机的要点说一遍，

以便他记下来。当然，挂电话前，我也没有忘记让

他转告母亲：女儿觉得她手机用得很好，安全意识

也很高，只是下回遇到吃不准的问题时，别去“冒

险”，第一时间先找我！因为我认为，科技会不断创

造出便利生活的用品，人们却首先不能找不到驾

驭它的心态。安全意识要有，学习意识要有，但真

情永远应该占据它应有的位置，从子女的角度来

说，除了想些实用的帮助父母跟上技术生活的方

法，也别忘了给一直在努力的他们多多鼓励。

技术还得加温度

    21年前，我国举办了首次“72小时网络生存

测试”，中途有一人退出，其余皆获成功。我学会

网购，已是 2008年夏末。为了在淘宝上买猫粮猫

砂，注册了淘宝账户和支付宝账户……不懂的地

方，十万火急电询猫友。在空调房里忙出了几身

汗，整整乱了两天。

网购了若干年，岁月静好，忽然间，智能手机

问世了。渐渐地，在电脑屏幕上打开各种应用，不

必输入繁复的密码，用手机客户端“扫一扫”就行

了。终于有一天，很多电脑的职能，凭借一部智能

手机，就能轻松搞定。那么，没有智能手机，或不

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怎么办呢？

今年十月的一天，天气晴好。西邻孙小姐请

我吃午饭，同行的还有她年近八旬的老父母。餐

毕，孙小姐兴致甚高，开车带我们来到上海展览

中心。入口处，每个人都被要求戴口罩，出示健康

码。孙小姐的父母智能手机是有的，微信玩得蛮

老练。两位老人家不常出门，没有订购无线流量。

工作人员不认身份证，二老无法出示健康码，只

得候在门外，让孙小姐和我进去转一圈。

如果，入口处有一只无线路由器，供没有流量

的老人家上一会儿网，他们的智能手机就不会发

生“智障”了。在提升生活水平、方便社区和人群管

理的同时，先进的技术，是否也应该附带一点人

性化的温度，兼顾一下落伍的人们呢？一种

新事物是否文明，效率并非唯一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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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社会，智能时

代，老人或多或少遇到

了“智能困境”。其实，

虽然老人们的反应不

如年轻人快，记性不如年轻人好，但

他们都很努力地在适应。与此同时，

家里的小年轻们也非常给力，他们

努力地将老人“扶上马，送一程”。这

一期中，有子女做起了父母的“信息

天使”，也有老人在虚惊一场后，受

到子女的鼓励，迎难而上，他们都在

为早日成为“智能老

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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