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 女作家章慧

敏在夜光杯发表了 《站着

还是躺下》，讲述她陪伴九

旬老母玩在当下的故事。 小心呵护、大

胆精心都是孝。 于她，宁肯让老妈站着

开心，也不要躺下。 文章引起不小的反

响。有人说：人生百年，六十之后才是黄

金时代：品天下美味、看大好河山。但也

有人认为，老了，多躺躺吧！ 养老，你愿

站着还是躺着？ 这期的作者是几位“小

老人”，他们讲述了陪伴“老老人”的故

事。 他们创造条件也要让老人动动，他

们动足脑筋：讲故事、拌嘴……总之，就

是要让老人动起来。 当

然，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

见：老了，应该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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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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是宁波人，今年 97岁，年轻时是操持家务的一把

好手，我一直很佩服老娘。当年，老娘的家境不好，没怎么读

过书。但她有颗进取的心，通过扫盲班识字学文化，直到今

天，她还天天看报。

老娘面相显年轻，头发也是黑的多于白的，最可贵的是

她思路敏捷，时不时用俚语俗句来教育我们：什么“鱼生火，

肉生痰，青菜萝卜保平安”“春捂秋冻，春要穿暖”“吃起饭来

峻山挖土，做起活来声声叫苦，挣起钱来武松打虎”……她

告诉我们，要用平常心面对生活，平安才是福。

我是小儿子，虽说平时不住在一起，但始终牵挂着年迈

的她。最近我发现她耳背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看电视也不肯

起来活动。老娘要强，不能让她“躺倒”。我急着想办法，这就有

了跟她“拌嘴”、不让她省心的办法。我回家一口一个“老娘”叫

她，她假装听不见，可我说她“坏”，她却听见了，立刻翻出陈年

旧账与我辩理，问我：“老娘坏，为啥还要叫我娘？大老远地跑

来看我？”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唤起记忆，脑子不会生锈。

她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很响，我都没法和她说家常事

的。我又要和她“吵”了：“你不要我来看你，那我走了，下趟不

来了。”老娘赶紧关电视，嘴巴却不饶人，骂我心里没她。她越

骂我，我越高兴，她是把我放心里的，担心我真不去看她了。

“吵”了半天，我说：“我饿了，下碗汤圆给我吃吧。”老娘一面气

呼呼地说：“难道你不会弄，要我去煮？”一面起身去厨房，为我

煮汤圆。我一口气吃掉，感受着母爱。她看我急吼吼的样子，

骂道：“你这个小鬼，像前世没吃过汤圆。有娘好不好啊？”

有老娘真是好！我和你“吵吵闹闹”，无非是希望你继续

“强势”，千万别躺下！

常和她“拌拌嘴”

华亭人

老妈向前冲

    迈入老年行列，不能为养老而养老，能动则动，

不能动了，创造条件也要动动。

老妈脑溢血偏瘫在病床上后，只要病情允许，我

隔段时间总把她抱上轮椅，推着她逛逛南京路商业

街，有时在吴江路步行街上晒晒太阳，看到她接触到

熙熙攘攘人群时微笑的样子，我虽累也是很快乐的。

老妈虽然因病卧床了，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但

她的生命是顽强的，她是不愿整天躺在病床上的，她

渴望着外面世界的闹猛，我还曾隔三岔五地推着她

乘轨交二号线、逛人民公园；推着她兜兜静安雕塑公

园，看花、看景、看雕塑。想孙女了，我又带她来到孙

女单位外面的街边花园聚聚。最令她高兴的是，我推

着她回了动迁后新买的房，坐一坐、躺一躺，同老爸

一起坐在沙发上照像合影。记得在回家推老妈从电

梯间出来的刹那，我看到她双眼流出了泪水。是啊！

老妈的内心肯定是激动的，住院这么多年，总算能回

家看看了，而且是回到了动迁后的新家。老妈在病房

里是个重病号，吃饭、翻身都不能自主，需要别人帮

忙，但由于我一直陪护在旁，能动则动，她的脑子就

很清楚，相比病房里整天躺着面无表情的病友，她精

神上是有所寄托的，是快乐的。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晃自己也年近古稀。养老的

话题也进入了议事日程。乘公交车、地铁，不少年轻

人会自觉地让座：老先生来这里坐。这时不免会带起

点伤感，老了！过去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整天忙忙碌

碌，那时好想到了退休的时候能够安下心来，静静地

读点书，练练字；或者背起简单的行囊出去走走，领

略一下各地的山光水色，感受当地的风士人情。

我的认知是养老也要动，生命在于运动。

爱 华

生命在于动
虞王孙

练了脑又有满足感

    从我记事起，就感觉我妈能量超强：思路敏捷、

干活麻利、快人快语，还是个热心肠，里外一把抓。

而我和爸则是观众和啦啦队，只负责鼓掌叫好。可

年轻时越能干的人，就越不能面对老去的现实。

91岁的妈现在常挂嘴边的话就是：“我怎么

会变成这样？”她是不服老的。可自己家务事做不动，

别人做又看不惯，不断换阿姨。妈妈心情不舒畅脾气

就大，还要和自己较劲：“我就不信，现在连这事都

做不了。”倔强的后果是换来几天躺在床上的“哼

哼”。妈不舒服时，就是和我胡搅蛮缠之时。其实，要

强的妈是不想给我添麻烦，不愿成为我的累赘。

妈妈的字典里还没有“躺着”这个词，怎样才能

让她老人家不胡思乱想，觉得自己还是家里那个不

可缺、有价值的人呢？我总算想到了个好办法，那就

是抬举她、依赖她，不时地给她布置一些任务———

我是个故事员，演讲任务多。我“谦虚”地请妈

从每月收到的故事杂志里推荐好作品给我。这招

管用，妈对我交办的任务相当认真，戴着老花镜一

篇篇仔细阅读，然后把她的选择告诉我。妈的工作

完成得很出色，她不是简单地说哪个故事精彩，而

是将内容详细地讲述一遍，指出好在哪。我现在讲

演的不少故事都是入她法眼的，既练了脑，又让她

感受到满足感：“瞧，我的女儿离不开我。”

有一次和妈聊天，说起有位以前是知识女性

的老太太，现在患了认知障碍，连报纸都看不懂

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妈为了证明自己心算的强

项还在，拼命锻炼记忆力，她不时报出我小姐妹结

婚生子的日期及电话。每天早餐时间，她都要复述

一遍前一晚看的电视剧。我会很耐心地听，哪怕有

些内容已听过 N遍，我都像第一次听到那样，及时

和她互动，语气和表情都要到位，决不敷衍了事。

我的妈妈只想站着，不想躺下，只要您满意，女

儿不嫌累，陪您一起站。您养我大，我陪您老……

讲究适度才能快乐

    退休后怎么生活很有讲究，我认为要根据自

己的精力、体力、财力来安排好，身边的例子在支

持我的观点：讲究适度才能快乐。

那天，在菜场遇到老同学 Z，见面她就说：

“哎，告诉你，我老公旅游回来腰痛得不能动，挂急

诊啦！现在等床位要住院……”我想起了一个月前

曾遇到过她，那时她和老公刚旅游回来，马上又要

到江西去玩，当时她有点犹豫：“老公腰痛，不知道

走得成不？不去，旅游费是不能退的……”碍于情

面，我含糊地说：“抓紧治疗，带好防护用品，实在

不行就算了。”看来，带病旅游后病情加重了。

好友 L也爱旅游，退休后谢绝返聘，把旅程

安排得很满，她要“打卡”所有没去过的地方。即便

回家，也是瑜伽、广场舞，忙得不亦乐乎。可不到半

年，L就快乐不起来了，她腰痛、左膝盖也痛，医院

诊断为“左膝内侧半月板后角撕裂，外侧小盘状半

月板伴变性；左膝退变、关节腔积液”。

今年 70岁的战友和我微信聊天：小时候他家

条件差，兄弟姐妹四个，遇到困难时期、插队落户到

农村，他感觉总吃不饱。如今条件好了，晚上他最喜

欢看电视“人气美食”栏目，白天就去店里吃或买回

来烧了吃，放开吃个够，可体检报告给他敲响警钟，

他戴上了“糖尿病”“痛风”的帽子，禁不住感叹：以

前想吃，吃不起、吃不到；现在想吃，不能吃、不敢

吃。所以，退休生活要面对现实、量力而行、保重身

体，革命的本钱在，才有更多享受生活的机会。

顾海鹰

张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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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生育了我们姐弟四人，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小到大，一直和父母住在一

起，后来组建了家庭，我们三代人仍在一个屋檐下生

活。五年前，90岁的父亲病故，母亲难以接受这个现

实，我们明显感到，曾经身体硬朗、做事风风火火的

她走下坡路了，人变得木讷，记忆力衰退，渐渐开始

前说后忘，后来，发展到连儿女的名字都叫不全了。

我眼看着她越来越懒得动弹，连一日三餐都不肯张

嘴，胡搅蛮缠也成了常态，以致身体机能衰退，一张

五尺的床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

母亲的变化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年父母

照顾我们是无条件的，现在轮到我尽力了。可现实

是，老妈已离不开床，怎么才能让她的身体“躺着”，

但行为是“站着”呢？我终于想出了个“投其所好”的

办法———老妈记不住眼前事，但解放战争年代她经

历过的事就像一本老影集似的，不断地在她脑子里

翻看。我陪她左右时，她常常会突然冒出：“你爸肩膀

里那块弹片不知拿出来了吗？”“小四，你去叫通讯员

小刘来看看我们呀。”那么我来帮老妈翻开昨天的一

页吧！喂老妈饭，她照例拒绝，就不张口。我赶紧说：

司令员刚才打电话来了，问你身体好不好？我说你不

肯吃饭，他生你气了，说没有好身体怎么上战场？老

妈听懂了，勉强吃了几口，又不肯吃了。我又说：司令

员命令你，一顿饭必须吃满十勺，否则就不算完成任

务……

就这样，我搜索脑海中父母曾讲过的经历，把它

们再“还原”给老妈。哪怕“逼”她离开床，坐着轮椅下

楼去晒太阳，我也对她说是去执行任务……

我非常珍惜老妈残存的记忆，那是激发她“向前

冲”的号角。为了她，我会坚持着把故事编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