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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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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位老年朋友热衷养生，但凡手机里面

出现什么药疗食疗信息，不分好歹照单全收，还

第一时间转发微信群朋友圈极力推荐，说是健康

信息大家共享。今年刚刚入夏，她收到一条转发

信息，就给五岁的孙儿排队去敷“三伏贴”，没想

到幼儿娇嫩的皮肤被药物里的化学品烫伤，红肿

灼热疼得日夜啼哭，老友十分懊恼，后悔莫及。

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自身不具备科学养生

常识，盲目跟风深信不疑。笃信“日行万步暴走养

生”，结果伤了膝盖举步维艰的大有人在；偏信

“饮食清淡粗粮为主”，造成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

的时有报道。

微信流传甚广的，还有根本没什么科学依据

的所谓“食物相克”，都被养生学家一一破解：“牛

奶和香蕉、柿子不能一起吃”，真相是有些人乳糖

不耐受导致肠胃不适；“鸭肉和梨子不能一起吃”，

是因为两样都性质偏寒伤脾；“西红柿里的维生素

C与虾蟹一起吃会砒霜中毒”，够吓人的吧？真相是

要有毒害效果，得一次吃下去 150公斤虾蟹！

转发养生之类不科学不靠谱的信息，误导自

己和朋友，危害性还在可控范围。更有些人平日

不读书不看报不了解时事，法律意识十分淡薄，

要是看到牵涉到某些个人隐私或者负面“报道”，

或者牵涉到国家安危的那些信息，想也不想就信

手点击转发，没准还会触犯法律追究刑责，那可

就害人害己后患无穷了。

老年朋友们，对手机微信里的海量信息，我

们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万不可盲目跟风。在转发信息的时候，切记：

慎动手指！

慎动手指

    教老爸用微信，我说：第一栏的“微信”，好比

你一个个朋友的家，你去拜访过，就会出现在这

里，要发信息，只要在这栏找到他名字即可；第二

栏的“通讯录”好比以前手抄通讯录⋯⋯

现今互相串门不常见了，微信联系似可比作

串门。只是串门很少有频繁上别人家的，那样会打

扰人家。而现在有些老年朋友，经常给别人发一些

自认精彩的链接、视频等。偶尔如此，且内容精彩

靠谱，当然受欢迎。但我有两位 70岁以上的微友，

一位喜欢舞文弄墨，隔三差岔五把自己的微博转

发给我，并配以“请指教”等谦词；一位喜欢朗诵，

三天两头把自己的朗诵作品和做成问候图案的个

人照片发给我，还语音私信我看他的朋友圈拉赞。

刚开始出于对长者的尊重，我都认真拜读聆听加

赞。后来发现他们发的频率更高了，我有点吃不消

便不再回复。可他们还是照发。估计是群发并不

留意谁回谁不回。出于对眼睛的保护和对所摄取

知识的过滤，微信上的东西一般我不看。还有一

位 60好几的朋友，一加上她就发现朋友圈只有

她的信息，其他人的都被淹没在她的汪洋大海

中，连着几天这样，我耐着性子数一下，她每天都

要发近 200条链接。自然，我果断“不看她”。

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

命。即便没这么严重，让人反感是肯定的。退休和

在职对时间自由支配的程度不一，年龄不同喜好

会有区别，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频繁

私信别人、给自己拉赞、海量发朋友圈、做广告，

都不可取。

微信免费，但也要省着用，不然也是一种

打扰。

这也是打扰

    当下，手机越变越智能，开门七件事足不出

户便可手到擒来，大数据的魅力可下抵三岁娃娃

上撩九旬老人。

母亲却依然是银行每月领工资长队的一员，

不愿使用我教她的手机银行软件，母亲和长辈们

排队时都无比享受每月一期一会的纸币的温馨。

在她眼里，年尾给小辈发压岁钱鼓鼓的红包，远胜

微信里一串稍纵即逝的红包数字。近年，她也爱上

手机朋友圈，直至引发中度白内障才接受医生的

劝告上机适可而止。母亲喜热闹，一张关于陪伴外

婆身边的儿孙辈都在看手机的漫画，给她触动很

大，遂立规矩让家人聚餐时不玩手机。她从迷恋微

信“养生”“鸡汤”文到自律放下手机，最终回归阅

读听广播的安静生活，每日花在健身路上的时间，

使母亲年近八旬仍箭步如飞，晚年人生无比精彩。

笔者还有位智慧的长辈，饱经风霜、勤俭生活

几十年如一日，搬家几次电话机号码从未改变且

一直不喜欢用手机。数年前曾有老友以手机相赠

遭其婉拒，最近终于见他与时俱进拥有了一部，他

坦言外出时一机在手确实方便。问其为何不用微

信，他语出惊人：其实每天关注的手机信息中 99%

是无用信息，何必为 1%投入 99%的关注？他热衷

看报、看电视、莳花弄草。他精力充沛，时有习性相

近的邻居、友人频频前来聊天聚会，忙得不亦乐

乎。老人家始终保持着那份率真。不用微信的他是

众人眼中的“少数民族”，自然被簇拥呵护。

信乎？不看手机未必不识天下事，不用手机

里的那么多玩意儿未必落伍，拒绝被“信息”

绑架，以不变的修炼应万变的世界，老而

弥坚。

刘笑冰

    表情包，画面生动，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人

间所有的表情，手指一点，你对朋友发的帖子的

看法，对朋友的问候和祝福，也都能用生动的表

情包传递给对方。一开始，我也很喜欢，也收集了

不同系列的表情包，有时也会用。但对有些朋友

滥用表情包，渐生腹诽。

一大早起床打开手机，铺天盖地都是“早上

好”的表情包，有的人会发三四个不同内容的“早

上好”，有画面，也有文字，还有动画，真有应接不

暇的感觉；有时对我发的文章或言论，表达赞同

和欣赏的，发一个表情包也就算了，有的会发一

连串的四五个跷大拇指、鼓掌，或欢天喜地的表

情包。过分的热情常会给人虚假的感觉。这些批

量生产、统一格式的表情包，表达的是发包人的

真心实意，还是裹着漂亮外衣的敷衍了事？我常

常怀疑。所以，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删

除表情包。

我还是很怀念过去书信往来的年代，朋友

间，包括恋人间，主要靠书信来往，收到来信，看

着熟悉的字迹，就像是握着朋友温热的手促膝谈

心，很温馨。50年前我和妻子热恋那会儿，几乎

每星期要互相往来两封信，见字如面啊！那种感

觉真好！我至今还珍藏着我们全部几百封情书。

在微信上，我也更希望看到朋友的文字，有时候，

短短的几个字：“最近在忙点啥？”“最近身体还好

吧？怎么好久没见到你报上的文章了？”“什么时

候一起吃顿饭，聊聊？”就感觉特别温暖，在当下

通信发达的年代，再用书信交流已不现实，但

写几句简略的话语，把真情诉诸文字，应

该不难吧！

编者按

自从我们的生活和手机绑在

一起以后，机不在手，魂不守舍的

现象大有人在。然而，长时间使用

手机对老年人颈椎、眼睛带来麻

烦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在反思，该如何正确、合

理、健康地使用手机？电影《手机》

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手机，如果

不善加利用，就不再是手机，而是

手雷。”看来这并非

是危言耸听。

    老年人虽积累了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但难免也有

判断失误的时候。

那天中午，我正在吃饭，手机铃声骤起，里面传来一个中年

男人急吼吼的话音：“喂!喂!你听好，你的儿媳妇被我们抓了，快

打 2万元到指定账户里，钱到就马上放人! 不准报警，否则撕

票!”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老伴见状，提醒

我遇事不要脑子太热。对啊，莫非是骗子？正在犹豫时，电话里

的男人更加咄咄逼人：“你要掂掂分量，钱和人哪个重要？”这

时，电话里又传出女人的哭泣声和呼救声，果然是儿媳妇的声

音。我向来胆小怕事，现在遇到这种事情，如何是好？救人要紧

啊！看来只能“破财消灾”。我匆忙出门准备去银行汇款。

刚出小区门口，遇到了社区民警小胡，他见我神色慌张，问

什么事，我语无伦次地将儿媳妇被绑架的事告诉他，小胡立马

说：“这是网络诈骗!”他让我一起去派出所，几个民警都对我说，

你要冷静，先打电话与你儿媳妇取得联系。经民警点拨，我终于

头脑清醒起来。当我通过视频看到儿媳妇安然无恙时，我连连

拍打着自己的脑袋：真糊涂，我差点上当受骗啊!

掐指算来，我玩智能手机也有五六年了，一些基本功能早

已熟悉，平时自己喜欢看看报纸、电视新闻，在和别人探讨起此

类问题来，思路煞煞清，对骗子的套路很是了解，可是关键时候

却“出洋相”，2万元差点打水漂。看来，玩手机要头脑多根筋，一

定要保持清醒，遇事要谨慎冷静，正如民警同志所说，凡是与钱

搭界的事情，要三思而行！

差点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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