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21Elderly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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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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发”传染病，必须

做到科学预防，严格减少外出活动，做好个人

的卫生防护。对于“新冠肺炎”来说，有些人需

要格外注意，比如老年人，他们的患病风险更

高，所以在生活中需要重点“防控”，而我就是

这样一位八旬老人。

除夕夜，我们原本在长阳路的酒店订了一

桌酒席，准备和妹妹一家人同吃欢庆鼠年到来

的年夜饭。傍晚 5时许，儿子打来电话说，为了

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酒店闭门谢客，停止接

待，他决定请我们去他家吃年夜饭。他开着自

驾车将戴好口罩的我接到他家。我、儿子、儿

媳、孙女，我们四人欢聚一堂，温馨和谐，别有

一番情趣。儿媳上灶台烹调，老鸭汤、熏鱼、白

斩鸡，还有蔬菜、豆制品⋯⋯菜肴丰富，让我感

受到了浓浓的亲情。

我是一位独居老人，平时一日三餐依靠小

区敬老院食堂送上门，春节期间因疫情暂停

了。我没有地方吃饭，索性自己下厨。我一般做

一个燕麦虾皮粥，加上紫菜、大米、一个鸡蛋，

营养丰富；另外烧一个汤，小虾洋葱汤。自力更

生，亲自动手，也别用一番乐趣。

疫情防控最主要是勤洗手。我做到进出家

门都洗手、出门戴口罩、室内勤通风、尽量不外

出，为的是防止感染。作为公民，我支持政府的

有力措施，也要为防控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

独居老人也下厨

    春节本是人们阖家喜庆、走亲访友、逛街购

物的时机，谁知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打

响了。政府号召市民尽量呆在家里，减少与外界

接触。我对老伴说：“索性让我一次睡个够吧！”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也像机器一样始

终朝着一个方向旋转。虽说退休了，但每天依旧

为生活、家庭奔波忙碌。尽管退休生活不再被闹

钟吵醒，名义上叫发挥余热，但实质还有家庭经

济补贴、筹款改善住房条件之重任，有时真想甩

手不干了，但责任和义务迫使自己继续干下去，

有时倦怠了想闭目养养神，无奈那边又有事在

等着。虽说有妻子协助，但家庭生活的重担还得

揽在肩上，谁叫我是这个家的“栋梁”呢？

眼下，在家抗疫，睡觉虽然惬意，但看到奋战

在一线的白衣天使八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不吃不

喝，也着实心里难受。但反过来思忖，好好休息一

下，增强体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以行动抗

击疫情。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睡觉也是在让身躯

卸去长久的疲惫，把一年中缺睡少寝的损失补回

来⋯⋯

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和感悟到：抛却一切烦

扰，呆在家，让绷紧的神经发条得以缓缓松弛一

下，是多么舒爽痛快，但这也只是为长转不停的

生命之钟加一加油。因为在战胜新冠病毒之后，

还有很多后续的收尾工作等着我们去解决，还

有因疫情耽搁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处理⋯⋯

那时，我会再上紧发条，去做一个老年男人应该

做的事。

老爸，真的好想您
    今年春节开始，我响应号召，宅在家里。

开始稍有不适，后来在复兴岛渔业公司老同

事群聊天时，群里的两位医生很自然地说到

了 32年前抗甲肝的细节，蛮生动的。我用了

三天时间将其整理成文，发到群里，大家纷纷

点赞，都说有身临其境之感：当年甲肝来势汹

汹，我们不也挺过来了吗？相信这次也一定能

熬过来。

微信群的活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宅

家的乐趣。

我和妻子都是诗词爱好者，央视中国诗

词大会的前四季，我们一季都没落下。但我俩

的诗词储备量还不算多。这些日子，我们天天

盼着晚上 8点看诗词大会，可以尽情享受文

学大餐。1月 28日，听说当晚央视要播出中国

诗词大会第五季的第一场了。一到晚上，我俩

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跟着选手答题，结果总是

半对半错。翌日再将前一天的题翻书找出来

抄在纸上背诵，我又找到了宅家的乐趣。

本以为 2 月 10 日可以出门了，但专家

说，还要继续宅，我们就继续听从指挥，做守

规矩的上海老人。这些天，妻子读了巴尔扎克

的《贝姨》，我写了一篇关于《桃花扇》电影、书

籍、昆曲三种不同结局的解析文章。为了写得

有理有据有情，我重温了电影和昆曲的视频，

把有关唱词都用笔录了下来，并将人文版的

书籍也重读了一遍，然后胸有成竹地写出文

章，前后共用了 6天。

没想到，这次看昆曲“附庸高雅”后，我迷

上了昆曲。这些天，我每天都要在电脑上看昆

曲折子戏的视频。慢节奏的曲子，既婉转又很

文艺。

宅家，也可以过得很艺术。

    这可能是我们父女分别最长的日子了，我

们已经二十三天没有见面了，正月初三本是闺

女和姑爷回家探望您的日子，但因为疫情没敢

回家，这一等，等到了现在。

此时此刻，外面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只有

春风还在狂吼。我再也躺不住了，眼里充满了泪

花。二十三天了，尽管我每天和您都通电话，可

是还是不放心呀！我没有看到您，也没有听到您

那简朴的话语。过去，我总是隔三差五地回家，

送一点点水果、点心、蔬菜，还有我自制的馒头

包子，每样东西都不多，但您还是说：“怎么又拿

东西？上次的还没吃完呢！以后不能买了。”不

过，任由您唠叨，我还是我行我素。

老爸，您春节前去菜地给我刨的大葱剩得

不多了。当时您让我多拿点，我还说我一个星期

左右就回来了，拿那么多干嘛？放在地里还新

鲜。可是，这次二十多天没有回家了，好想坐在

炉子前和您拉呱，听您说说您每天从门口到村

西头又走了几个来回。这次您可是老老实实待

在家里，哪也没有去吧？

老爸，每次回来，不论是晴天白日，还是日落

西山；不论是我大包小包，还是轻轻松松，您总要

把我送到村口的马路边，在村口望着我穿过马路

骑上自行车或者上了公交车。每当我回头看，您

总是还在那里站着，望着我的背影和车渐渐远

去，有您在，我就是那个最幸福的闺女！

老爸，您在家一定要好好吃饭，身体好才是

真正的幸福！老爸，这次疫情解除后，我回家炒

几个菜，姑爷上班没有时间，咱爷俩好好喝

一点，补上过年的那顿酒，好好听听您讲

在家这些日子的事，好吗？

最近，抗

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进入“攻坚”阶段。我们

看到，大多数独居老人安静地宅

在家里，在默默配合抗疫，自己料

理自己，自己照顾自己。更令人感

动的是，许多老年人的子女，他们

是准老年人，或是人到中年，他们

天天想着老人，每天与父母联系，

或电话交流，或微信视频，安慰着

孤寂中的老人，让人好生感动和

温馨。

隔离，是一种暂

时的空间距离，但隔

断不了心灵之间的浓

浓亲情⋯⋯

    我们本来和 87岁的父亲相约，今年的年夜饭去养老院陪他一

起吃。临近小年夜，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再三关照我近期不要来

养老院，否则会给他和养老院增添麻烦。

我默默祈祷，希望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父亲别有其他闪失。

令我欣喜的是，学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学会用微信视频的父亲，最

近竟然会与我视频聊天了，年初三一早，我意外接到父亲的微信

视频电话。

父亲开门见山：“这些天你千万不要出门啊！”我在微信视频

中，对着耳背的父亲大声地说：“这些天，我一直‘猫’在家里。”父亲

好像没听清我说话的声音，对着视频不停地重复着：“我学会了视

频聊天，以后我能和你面对面视频聊天了！”

与父亲结束聊天后，我有点坐不住了。那年，在养老院手把手

教父亲如何使用微信视频的一幕仿佛还在眼前。

父亲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学不会但也不肯认输。以前的他总

说，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就可以了。记得那次，我硬要他学微信视频

通话，他把手机往边上一扔，不再睬我。时间久了，我自然忘了曾与

父亲也加过微信好友这件事，也不可能想到可以与父亲视频聊天。

很多年前，父亲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内核，原来这次，父亲为了想见到我，学会

了这个曾不想学的玩意！

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每天会与我视频聊天一次，而我们每次

视频聊天的第一句话总是“千万不要出门”。

父亲啊，您这句“千万不要出门”的话何时能不说呢？胜利就在

眼前，我们一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父亲学会了视频聊天
陈佩君

为生命之钟加油
姜学国

宅家艺术气息浓
王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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