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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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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我退休了。多年的工作让我养成了做事要有计

划的习惯，所以，退休后我暗自许诺要做到三个 1/3，即：照顾

好父母 1/3，陪伴好妻子 1/3，充实好自己 1/3。在职时由于工作

忙碌，许多想看想听想学的东西不能完全如愿，我要利用退休

这个“黄金时期”学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培养更多的兴趣。

学习和充实一直是我专注的目标，但有系统地参观各式展

馆、聆听讲座，还得从去年 5月 18日的“国际博览馆日”说起。

由于突发的疫情，闭门不出成了常态，当我得知这天上海

的展览馆将免费向公众开放时，我立刻上网预约，成了首批参观

者。一早 8时，我骑助动车从康定路的家出发，第一站前往杨浦区

长阳路上的中国烟草博物馆；11点半，我从上海的东北角赶到

西南角，来到了位于徐汇滨江的龙美术馆；下午 1点半又赶到

中华路上的上海隧道科技馆；下午 3点半，我来到离家不远的

上海棋牌院。一天参观 4个馆，这种满足感无法用语言形容。

自那天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参观了 50多个以前没有去过的场馆，它们成了丰富我生活的

重要内容，我在知识海洋中贪婪地汲取养分，乐此不疲。直到

今天，只要有普通市民可参观的展览，我必是那个“打卡者”。

我喜欢用手机记录看展览听讲座的实时画面并配上说明

发在朋友圈。我的图文引来了一些不方便外出的朋友们的共

鸣，犹如亲临现场，他们足不出户与我一起参观游览。还有的

朋友因为我的推介会带上孙辈，或约上三五好友前往。小区里

的居委会主任还告诉我他妻子习惯了每天看我发布的信息，

若一天不见会牵挂……

这些热情的反馈带给我无比的慰藉，我也感受到个人的情

怀陶冶只是独“富”，能与众人分享精神世界才是最大的快乐。

我的“上海博物馆日”

仪靖远

    一直有人问我，你怎么年年不见老？每次，我

总有点小欣喜地回答，因为心年轻啊！

退休后，我仍为弘扬爱满天下精神四处奔忙。

讲完课，我都会收到学生的信，他们向我倾诉烦恼

和困惑。我不能解决孩子们所有的问题，但会很真

诚地回信。我策划了许多活动，用爱心和智慧打开

孩子们的心门，交了不少忘年朋友。

陶行知先生说，孩子有许多痛苦，大人不了

解。的确如此，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亲情缺

失，产生心理偏差，到高中阶段，因压力陡增，问

题更严重。我筛选出一些孩子，对他们追踪调查，

并施以援手。经济困难的予以资助；文章写得好

的，推荐至报刊发表；爱唱歌的，让他在会上表

演；爱看书的，带去书店买书；爹不疼娘不爱的，

我为他过生日……

有个爱画画的高中生，七岁没了爸，和妈又

水火不融，变得非常自闭。他三天两头不去上学，

老师批评他，他还向老师扔水瓶，受了处分。我装

作不知这些事，带他去苏州听评弹，去杭州赏秋，

我去宁波找资料也带着他，请他帮忙抄笔记。他感

受到了我的善意，与我亲近了，在一次大哭之后，

向我吐露了心声。我提了要求，只要天天去上学，

我就交个重要任务给他。他有了很多改变后，我信

守诺言，让他为我将出版的一本书画插画。他每天

画到凌晨，我也不睡觉，用微信鼓励他。半年时间，

插图画好了，他也成长起来。三年后，他考取了一

所 211大学的美术专业，开始了追梦之路。

这样的孩子有不少，多年来，我尽己所能帮他

们，花了钱费了心，很累。但看他们一个个变得快

乐，甚至改变了人生轨迹，常有满满的成就感。施爱

得乐，心里洒满阳光，对人是最好的富养，怎会老！

施爱得乐 洒满阳光

    有人说，老人要富养自己，先得拥有些“奢侈

品”，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朋友。老了不要

只围着家庭转，要有自己的小圈子，有空多走出家

门和朋友聚会玩耍，这样就不会掉进孤独的黑洞。

我是个好交友的人，也很幸运地遇到了不少

志同道合的老友。我归纳自己的老友类型，有吟

诗作文类的“鼠目春光”群；有兴趣爱好类的“申

仪邮协”群；还有“食全食美”群；有游山玩水类的

群、老同事老同学等群。

这些群算是我晚年生活的基本写照，“群名”

也都有出处。譬如我们这些投缘的轮流做东的文

友，在去年底相聚时，觉得新年将至，应该有个好

彩头的群名，想到今年是鼠年生肖，但形容老鼠

贬义居多，有人提议将“鼠目寸光”改成“鼠目春

光”，一个谐音，老鼠华丽转身为可爱活泼的神

态，“鼠目春光”群应运而生。再如“申仪邮协”群，

是由原来的仪表局集邮协会延续而来，在这个集

邮大咖云集的群里，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前几天我

还参加了邮协的年会，又是一次开眼界的机会。

我们这一代老年人，因为生活在和平幸福时

代，少有“老之将至”的寂寥，尤其与有缘分的老

友相遇时，更是舍得为自己营造丰富多彩的晚年

花钱。我爱好集邮、集币，还是摄影“发烧友”，我

喜欢插花，考出了上海市中级插花师资格证书；

网购书籍和物品也是我日常生活的常态。

生活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愉悦，朋友越来

越多，感觉每天的自己都充实又富足，富养

自己，一点不难。

叶良骏

胜友如云 充实富足
张林凤

于无声中 培养情趣

    第一次看到满屋子的藏书是在塞外爷爷居

住的四合院书房，当刚刚识文断字的我表现出对

阅读的朦胧好感时，爷爷就开始用书籍来“富养”

我，并要求每一次阅读以后，挑选其中我认为最

精彩的段落读给他听，在深秋午后的阳光里，他

最喜欢坐在庭院的躺椅上双目微闭听我“读”书。

若干年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批藏书，

清一色的名著，因没有书房，就在起居室腾出一

角，用一个竹制的小书架，放置书籍，很快，书架满

了，我又找了好些纸箱，外面贴上花花绿绿的粘

纸，权作书箱，书箱越叠越高，意味着我的生活方

式和人生境界已经走上了自我“富养”的道路，也

让我体验到金钱不能给予的极致舒适与美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搬到武宁路新家，我先

去熟悉周边环境，顺着沿街马路，找到食品店、服

装店，最开心的是在楼下照相馆旁看到一家规模

不小的新华书店，面对各种书籍，拿了这本，舍不

得那本，等把书拿去结账时，才发现当月的零花

钱已倾囊而出，物资的拮据让当月的生活很清

苦，但阅读的爽快让我觉得富足得能飞起来。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开始订阅《收获》，一订

就是近 40年，刚走上工作岗位，拿到第一个月工

资，我又立马到邮局去订阅《诗歌报》和《读者文

摘》。如果说名著是精粮细食，那么各类不同体裁

的杂书散文，戏剧唱本就是“富养”绝好的五谷杂

粮，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精神世界的养料了。

“富养”的方式有很多种，从小到大，我是用

阅读来“富养”自己的，这种近半个世纪的“富

养”，在润物细无声中培养了敏锐理智，细腻丰富

的生活情趣，且随着年岁上，愈发显示出比锦衣

玉食“富养”更有内涵更有力度的层次感。

驽马十驾 善己利他

    一次偶尔听课，叫人难忘人生拐点路上的金

句，要与“穷养自己，富养儿孙”理念较劲一番。人

生苦短，尺璧如金，善待自己，才有可能惠及晚辈。

两年前的那个岁末，儿子大婚在即，想到第

二天将在众亲友跟前致词，如何避免雷同或千篇

一律，又恰当传递心声？让自己费了一点心思。

感谢家人多年的支持，表达、彰显、传承中国

京剧艺术路上，来了我这个历经风霜、痴心难改

的“傻汉”：曾经，为了弘扬麒派艺术，与一群志同

道合的队友，在周信芳艺术研究会旗帜下，远渡

重洋，让海派艺术在异国他乡被津津乐道。长途

跋涉中，刚刚步入职场的儿子，仿佛长大了许多，

一路关照：“爸，侬当心着凉哦。”又有一年，上海

某政务系统举办全市范围的文艺演出，有个京剧

演唱环节让自己为当年的京剧新秀（如今已是名

家）傅希如伴奏，想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机会被

撞到，乐不可支，赶紧至南京路上民族乐器店购

买一把京胡，为角儿上场充当绿叶。当我们演出

的照片在某宣传画廊展出时，有人惊讶，艺术是

可以在内行外行中交流互动、彼此欣赏的。

因了众亲友的善待诚恳，是日婚礼环节，司仪

宣布由新郎父亲致辞，想不到座席里鸣响起一浪高

过一浪的掌声及喝彩声声，令聚光灯下的我们两家

激动无比，我脱口而道：“今天是国定假，感谢各位，

放弃与家人的团聚，来到我们晚辈的欢乐现场，谢

意无尽，我希望，在大家共同见证下，我的小辈

们，淌自己汗，吃自己饭，自己事，自己干……

永远要学习，进步，孝敬长辈……”

江妙春

程海芗

摄影 / ?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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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穷养自己，

富养儿孙”是大多数中

国父母的真实写照。如

今，更多的老年人笃

信：儿孙自有儿孙福。说到“富养”老

人，很多人想到的是“得有钱”，然而，

真正的富养，并非单指物质上的奢

侈，而是指在物质上善待自己，在精

神上丰富自己。这期的五篇文章中，

老人们阅读、看展、唱戏、做慈善，精

神生活丰富多彩，他们有敢于表达自

己的勇气、有能交心的

朋友，更有一颗“老顽

童”的心。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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