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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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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坡写了一篇《论数钱》，文中有这段话：“我

很羡慕有些人，数钱时两指如得了帕金森病似的

飞速抖动，节律分明，一张张钞票仿佛蜂鸟扇动翅

膀，整齐划一，略无差池。”于是，作者感叹：“数钱

乃平生一大快事。”

上海的很多老年人虽然数钱达不到“飞速抖

动”的速度，但是喜欢数钱却是事实，尽管数钱的时

候抖抖豁豁。君不见每到关饷日，银行门口排了长

长的队伍，老年人在会会老朋友的同时，然后将一

个月的养老金取出，这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少老

年人数钱的时候有个坏习惯，钱和钱之间“捻”不开

（沪语：黏连），于是，老人喜欢使用“自带蘸水缸”，

手指往舌头上舔一下，或者，将吐沫吐在桌子上。

谁都知道，钞票是最脏的，据科学观察，平均每

张纸币上面就有 2.6万个细菌，多的可带菌 30万

个。有的细菌还可能传播流行疾病，而且一些流感

病毒能够在纸币上存活长达 17天，为流感的传播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在老人的这种数钱方法不仅

将纸币上的细菌送到了嘴里，同时也将自己的病菌

带到了纸币上，产生了双重感染。前不久央行宣布

向武汉调拨新钞 40亿元，加大对医院等疫情防控

关键单位的现金供应。同时，央行将对收进的货币

消毒后再投放市场。这其中的信号值得深思的。

现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成了潮流，这种非接

触式支付方式，不仅大大地方便了结算功能，不用

担心假钞，不用担心被窃，资金流向有案可查，安

全系数很高，而且还有比银行活期高得多的利息。

老年朋友们，让我们拥抱高科技，早点和数钱

说声拜拜！

数钱这件事

    很多老人，因为寂寞或者爱好，养宠物狗宠物

猫作为陪伴，一个“宠”字，对这些小伙伴的依恋之

情尽在其中。

我本人是三十多年的资深养猫人。我觉得，养

宠物，也应该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常见有些老人把

宠物，特别是小型的泰迪、鹿犬、京巴，还有波丝猫、

伯曼猫等等，抱在怀里，抚摩它们，还常常脸贴脸，

有时还任由猫狗舔自己的脸，自己也亲吻它们。

这种习惯很不卫生，甚至危险。猫、狗的皮毛

里，常常带有细菌，螨虫、虱子，体内，也常有蛔虫、

钩虫、绦虫等寄生虫，和它们亲密接触，很可能会

被传染。

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我就有过亲身经历。上

世纪 80年代在老房子，为了防鼠第一次养猫。三

四岁的儿子喜欢抚弄猫。突然有一天，发现儿子烦

躁地挠着小腿和手臂，拉开他的裤腿和衣袖，看到

大片的红疹，马上到医院就诊，医生倒挺有经验，

说家里肯定养猫，这些红疹就是寄生在猫身上的

虱子咬的；还介绍药店有猫虱圈卖，并建议常给猫

洗澡。果然，猫虱圈套上猫脖子没几分钟，身边立

马掉下一大片虱子，给猫洗澡，发现猫毛里还有大

量的死虱子，看着头皮都发麻！还好，因为发现得

早，孩子没有落下什么后遗症。

反思历史上很多疫情：鼠疫、甲肝、埃博拉、非

典、禽流感，包括这次来势迅猛的新冠肺炎，都和

动物有关。谁知道将来在宠物身上还会变异出哪

种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病毒、病菌或者寄生虫呢？所

以，我劝老年朋友，喜爱和饲养宠物都可以，但为

了你的安全，还是有点距离好，不要过于亲昵！

改掉带娃坏习惯

    现在的人退休后一般都会参加各种娱乐活

动，有的还会参加一些比赛演出什么的，退休生活

精彩充实。

老年人互相陪伴、给予精神抚慰，自己开心，

也减去了孩子的后顾之忧。可有的老年朋友与人

交往心里容易起“小疙瘩”，渐渐相互不满产生不

快。特别是参加比赛、登台演出等可以展现自我的

团体，容易为“争”而不开心。

这其实也正常，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更何况

人与人相处总免不了各种误会。问题在于这种情

况发生在单位，为职称职级奖金等绝对与个人利

益挂钩的事，互相不满不服，或尚可理解。可被岁

月打磨过的老人，应到了自然拥有平和恬淡心态

的年纪了，再为一个演出名额，一次露脸机会，甚

至群体中谁说了算，谁说了不算而暗生懊恼，以至

于翻脸伤和气就不值了。

退休后的活动不是工作，是百分百的自主选

择。目的只有一个，让自己开心。如果不能把在职

时一呼百应的不凡经历归零，以普通老头老太的

心态参加活动，以别人愿意听我协调我就多付出，

别人愿意尊他人为首我乐于响应的心态一起乐

呵，自己终究是无法开心的。

开心与否对健康的作用巨大已是共识，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跟免疫力的关系更是紧密相连，不

良情绪致病的例子不鲜见。老伙伴们热闹结伴，绝

对比宅家闷坐有利于提高免疫力。保健意识越来

越强的老人们，应分外注意心理卫生对身体健康

的作用。

退出职场，千万莫让惯性带着我们走余下的

路。为了我们的健康，请摁下身上的“清零键”

再出门———嘿！夕阳真的火红着呢！

    如今的年轻夫妻，工作繁忙学习紧张，带娃的

重任大多交给了老一辈，因为隔代亲的缘故，老人

们也都乐于承担。

可我一位老邻居带孙子的方法，实在是让人

担心。她有一个习惯，据说还是跟她婆婆学的，就

是给小孙子喂食的时候，每一口食物她都要先放

在自己嘴里试试温度，觉得合适了再喂到小孙儿

嘴里。她儿子不好说什么，媳妇看见了很别扭，阻

止了老邻居好几回，每一次都是以吵架为终结，老

邻居总是振振有词地说：我们都是这么习惯带孩

子的，我儿子身体不是蛮好吗。其实她儿子小时候

得过肝炎住过院，到现在肝功能还不是很好，邻居

们都知道是他们一家子传染的结果。

老邻居倒也不是觉得这样的喂养方法有多

好，可是一来怕烫到或者凉到了宝贝孙子，二来习

惯成自然，要改也难。但这次听说病毒还会侵袭小

到几个月的婴儿，老邻居怕了，因我们邻里关系不

错，她微信来向我求教有什么好的防范措施。

除了常规的开窗洗手戴口罩，我特别提到了

她不卫生的“口口相传”喂食方法，提醒她这其实

是病毒最喜欢而且是最快速的传染途径，希望她

尽快纠正不要害了第三代。以往我的劝告她总当

耳旁风，这次却听得格外认真。最后她采纳了我的

建议，让她儿媳网购了一只插入式的温度计，每次

饭前用它来测试饭菜的温度，从不习惯到用顺手，

老邻居终于不再为了温度，跟小孙子口对口喂食

了。丢弃了不卫生的带娃陋习，他们的婆媳关系都

和睦起来了。

上世纪过来的老年人，有些长期养成的

不卫生坏习惯，还是改改吧。

“不干不
净，吃了没病”，

这种老观点早已经没有市场了。
但是，有的不良卫生习惯由于积
重难返，几十上百年过去了，还在
顽固地表现出来，比如，带娃的一
些不卫生的习惯，和宠物过于亲
昵，数钱的时候用手指往舌头上
舔一下等，这些都是要反思的。本
期发表的《归零心态》，说的是老
年人的心理卫生，值得一阅。

珍惜自己，关爱他人，革除陋
习，从我做起。这就是
我们编辑这期“老少
咸议”的初衷。

    今晨，电视里播放有关防治新冠肺炎的节目，其中重点讲

析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防治方法，不少老年人由于自身气管老

化出现痰多现象，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出现“老生常痰”的现象并不奇怪。老年人不能因“老生常

痰”而原谅自己，要对症下药，这就更需要养成文明习惯，不可

乱吐痰。我的同学陈兄是老烟枪，教了几十年书，一直是高 8

度的嗓音，再加上早年吃了不少粉笔灰，就落下难以治愈的老

慢支，咳咳不停，有的时候憋屈得满脸通红，急得就随地吐痰。

之后感到后悔，埋怨自己不文明。后来他从源头抓起，下决心

戒烟，靠毅力战胜了烟瘾；同时去医院治疗，平时少吃或不吃

辛辣食品，常含按叶糖、润喉片，现在老枪无“弹”可发。

如今人人都戴口罩，即便今后疫情解除，在冬春呼吸道疾

病高发时期，老年人特别需要戴口罩，避免寒风刺激而剧烈的

咳嗽，以致痰涌入地。我的朋友都是纸巾、手帕控，没有这些绝

不出门。当然，有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更有狠招。朋友的父亲患

慢阻肺，痰特别的多而浓，纸巾等不能解决问题，他非常自爱，

外出时不但戴口罩，兜里有手帕，而且包里放着一个有盖的玻

璃瓶，痰多时就吐在里面，回家清理干净后，就放在水里煮消

毒。他从无在地下留有痰渍的记录。

痰中有菌，一旦传播开来那还了得。因此“不随地吐痰”，

在当今非常时期，尤为重要，勿以痰小而为之。我们要以这次

战疫为契机，彻底改掉随地吐痰的陋习，让我们的环境更清

洁，让病毒无机可乘，关键在于自律。

“老生常痰”靠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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