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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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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的荣府，论人口，从上至下有三四百人；论事

情，每天少说也有一二十件。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贾母什么

事都不管，闷了时就和孙子孙女们玩笑一回。贾母可不是个不

懂生活没有能力的人，相反，书中多处描写她在衣食住行乐等

方面都有高出众人的经验。但她却能放手让儿媳孙媳管家。只

有当府里出了大事，仆人们深夜聚赌时，她才亲自过问，力排众

议予以严惩。因为她认为这是关系到家庭命运的大事。此外，即

便她再心疼宝黛身子弱，每天吃饭来回要走好多路，天冷不利

于健康，但看凤姐忙都忍耐着不说。等凤姐主动提起，在大观园

内建个小厨房，便于姊妹们吃饭，贾母才说自己也早有此想法。

老人生活经验比年轻人丰富毋庸置疑，但后人不可能完全

踩在前人的脚印里前行，否则就没有创新。生活中儿孙辈不愿

听老人说教指导的也不少，而靠自己摸索自学，有时甚至比老

师教学得还要扎实，因为自主开动脑筋的时候更多，处理家务

事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虽然富不可及贾母一半，但现代人普遍生活水准较

高，老人们开心快乐的方式有很多。我的生活我是主角，相信一

代更比一代强。渐渐地，自然就会放宽心。这也是一个过渡，自

己的人生角色从包打天下里外一把手，到缩小操心范围，再到

成为儿孙的重心享清福，这样角色转换的人生才有不同的完整

的体验，才对得起儿孙，更对得起自己。

老年朋友，集中精力尊养自己吧！

奋斗过，也享乐过！这样的晚年才最快乐，这样的人生才最

精彩！

学学荣府老祖宗
刘笑冰

玫瑰余香

    去年 4月，因新冠疫情，一位朋友欲取消原定

5月份的婚礼，但婚庆公司以违约拒绝返还 5万

元订金。我在现场发现，该婚庆公司因疫情停业对

内部进行了装修，现场的脚手架和剩余材料还未

运走。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我提出：由我们出资，请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新装修区域的空气质量，

如果甲醛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超标，那么

将无条件终止合同，退还订金，支付检测费，同时

停止营业，直到再次检测合格为止。不一会儿，对方

就与我们办了终止合同的手续，当天退还了订金。

这些年，一直有人向我咨询一些法律问题。

这还要从十年前老房子动拆迁开始说起。那时，

我被选为居民代表，代表居民监督动迁公司，同

时又被选为基地党建联建党支部委员，协助动迁

公司化解居民的家庭矛盾。于是，我开始学习《继

承法》《婚姻法》以及与动拆迁有关的法律法规。

两年后，我退休了，本想颐养天年，但向我咨询的

人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这倒逼我不断去学

习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一些规范性文件。十

年来，向我咨询的人次已过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过百。我还代理了 8场民事诉讼并全部获胜，其中

一场代表集体的官司赢得了 2500万元的补偿。

现在，我虽然进入了养老的行列，但学法用

法，乐当“法律顾问”，不仅充实了退休后的生活，

还能为邻居好友提供一些法律援助。每当受助人

向我表达感谢的时候，便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和自信心，而这种成就感和自信心背后的

愉悦和快乐，则是老年人健康养生的良方。

章宜娟

乐当“法律顾问”
曹慧中

七十学吹打

    旧时说，六十岁学吹打，意思是年纪大了，气

脉不长了，不适合学吹打。而我偏偏不，竟然七十

岁开始学吹打。

去年 6月的一天，几个文友到如皋游玩，正好

看到新江湾城葫芦丝艺术团的刘以洁老师在用葫

芦丝演奏《梁祝》。刘老师的深情演奏，让我们一干

人听得如痴如醉，于是立马拜刘老师为师，委托刘

老师买了葫芦丝。

我担心自己五音不全，又担心自己年龄偏大，

不太有信心。刘老师鼓励我：在他们艺术团里还有

80岁高龄的老人在吹葫芦丝！刘老师手把手教了

我一个小时，着重说了指法，说了要领。好像不难

嘛！于是信心满满。谁知道轮到自己上手，就手忙

脚乱，不是吹不出音，就是按错孔，手指不知放什

么地方好，根本不成调。由于换气没有掌握好，上

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看来 70岁学吹打确实

不那么简单。好在有微信，有什么问题就在微信里

向刘老师请教。刘老师说不要急于求成，每天练习

半小时。3个月练下来，手指协调了，气息顺畅了，

还能简单吹奏几个曲子。去年底开年会时，有才艺

展示环节。之前的年会，我发现大家个个了得，朗

诵有专业水平，唱歌可以和名家媲美，而我什么都

不会，每次扮演给人鼓掌的角色。这次年会，俺也

上去献了个丑，用葫芦丝吹了个练习曲，虽然不成

调，但也乐了好一阵子。

其实，不要在乎几岁学吹打，老年人关键是有

爱好。学任何一样东西，我们不指望成名成家，就

在于自娱自乐。只要心情愉悦，对健康有利，生活

丰富多彩，陶冶情操，自己很享受，何乐而不为？

疫情中的琴声

    我到美国探亲已两年有余，每天忙于带娃和

家务琐事疲惫不堪。美国自去年初以来疫情蔓延，

女婿女儿都在工作中接触了自己也不知情的感染

同事，所幸做了几次检测，最后有惊无险。但危机

四伏，人心惶惶。我担心万一他们“中枪”，我也难

以幸免，老年人感染后病情容易加重，而且我又没

有医保。我想回国，无奈航班都已取消。思前想后，

心烦意乱，晚上辗转反侧，白天神思恍惚。高血压

也找上了门。

我怀念起了在上海参加业余交响乐团的美好

时光，趁小宝午睡，我拿起了许久没碰的小提琴，

指尖流出吕其明《红旗颂》的旋律，那是我最喜爱

的乐曲。此刻，我眼前浮现出几年前八旬高龄的著

名指挥家姚笛来我们乐团指挥此曲的那场演出，

《红旗颂》激越高昂的旋律，让全场观众热血沸腾，

掌声雷动。这铿锵有力的音乐也让我仿佛看到祖

国人民高举红旗，奋勇向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

难，如今又战胜了疫情。是啊，我是中国人，我也要

勇敢地面对疫情。

自此，我为《茉莉花》陶醉，在《牧歌》声中徜徉

大草原；在《新疆之春》中与各族人民载歌载舞……

音乐让我烦躁的心情变得舒畅了许多，压抑的情

绪得到了释放。心结解开了，我每天又进行适当的

体能锻炼，快走、游泳等，饮食上注意营养的均衡。

渐渐地，睡眠有了改善，血压也正常了。

人生在世，难免会碰上各种不顺心的事，尤其

是老年人，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久而久之，就会

导致疾病缠身。因此老年人要用精神生活来

滋养自己的心灵，充实自己，才能以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

陈欣

郑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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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老人要“富养”，已成为人

们的共识。“富养”，就是在经济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委屈自己，说通俗点，

就是老人要舍得为改善生活状况多砸点

钱，过得富足些，以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

这当然是对的。

但除了“富养”，老年人是否还要考虑

一下“精养”？不少老人认为自己的“历史

使命”完成了，就剩躺吃躺喝躺玩了。这种

观点是错的。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老人也

要“精养”。老年人的精养可以有品位、有

境界，比如爱心奉献当“法律顾问”，体现

了老年人的价值；学学贾府里的老祖宗洒

脱一点，那是大智慧；七十也

可以学吹打……老人们“精

养”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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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质无忧的今天，如何提高生活的精神内

涵，让退休后的养老日子不浮华不寂寞，我参加

了志愿者团队，定期参与陪伴孤独症患儿（也称

星星的孩子）上周末课，做游戏。

陪伴中，星儿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特点

常让人尴尬。可他们清澈的内心却温暖着我，也

提升我的认知。5岁的明儿，喜欢绘画。有次上图

画课，他把小鸟的眼睛画得很大，快要挤掉了小

鸟嘴巴。我提醒他改过来，他拒绝，还对着手机里

的镜子近距离观察自己的眼睛。我纳闷了，他以

前不这样啊。过了一会儿，明儿终于画好了，他把

鸟儿眼睛画成了自己眼睛的样子，并涂成了金黄

色。说实话，我有点不满。我问他：这是小鸟的眼

睛吗？他直愣愣地看着我，没有回答。我的挫败感

扑面而来。下课时，他爷爷来接他。听了我的描

述，明儿爷爷告诉我，孩子妈妈眼睛患病了，这几

天几乎看不见……

我再次拿起明儿的画仔细看，恍然大悟，原

来他用独特的方式，希望妈妈的眼睛能像自己一

样健康，能有太阳一般光亮，甚至恨不得用自己

的眼睛替换给妈妈！可我还想当然地认定他今天

表现不够好。我狭隘武断，误解了明儿。一瞬间，

我羞愧难当。明儿的故事，让我思索顿悟：如果生

活中，我们能丢弃一些片面的思维定势，放下自

认为有丰富经验的架子，多角度理解周遭的人与

事，接纳更多的“与众不同”，我们的内心就能收

获更多的平和与温暖，精神面貌也会随之散发出

由内而外的爱的光辉。

本以为是我在献爱心，谁知自己却从可爱的

星儿那里得到了启迪和成长。予人玫瑰虽小，获

得的余香却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