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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退休不退志，虽

告别了深爱的工作，但换

一种生活方式亦能晚霞红满天，在这

个过程中，家人的鼓励、年轻人的帮

助十分重要。 这期，我们请一些年轻

人来聊聊他们身边的老人，有人成了

小辈学习的榜样， 因为她一直在前

行， 以至于大家差点忘记了她的年

龄；有人大器“老”成，在家人的“夸”声

中，练得了一手好字……他们都志贵

不“老”，因为梦想不分年

纪，只要行动起来，晚霞一

定会红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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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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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秋以来，常见邻居刘阿姨坐在小区的银杏树下。这里

是小区老人闲坐聊天的地方，老人们有说有笑，但看起来心

事重重，有些孤单落寞。刘阿姨和我住一栋楼，我搬来这里

时，她就退休了，可她却比上班还忙，她要照看孙子和外孙

女。那时，每天都会看到她牵着孙子的手，送他去幼儿园。然

后匆匆忙忙去买菜，有时和她聊几句，她总是说现在忙得

很，虽然累，但言语间很是知足幸福。

两年前，孙子回到自己家去上学了，今年外孙女也上学

了。刘阿姨一下子清闲了，而一生忙碌惯了的她似乎很不适

应现在的清闲。一天，我从邮局回来，抱着些杂志报纸的样

刊，刚进楼道门，遇见了要出门的刘阿姨。她和我聊了一些

家常后，见她一直站在楼道口，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

我帮忙。她指了指我手里的报纸，想借两天看看。刘阿姨告

诉我，她年轻时，内心也住着一个文字梦，但生活和现实的

压力，暂时让梦想搁浅。现在终于拥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

间，可岁月不饶人，没有了年轻时的拼劲和精力，但觉得整

天闲着也没意思，人总得有个目标才好。我非常赞同刘阿

姨，一直鼓励她，又找出很多杂志和书籍送给她看。刘阿姨

很勤奋，她的生活又变得充实而井然有序。每天一大早，她

喜欢出去观察身边的自然和人事，既锻炼了身体，又收集了

素材，上午看书，下午写稿，银杏树下再也看不到她落寞的

身影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后，刘阿姨的文章刊登

在了报纸上。刘阿姨更有信心了，走起路来铿锵有力，似乎

年轻了十来岁。

没有梦想的生活索然无味，梦想成真也并不是只属于年

轻人，梦想不分年纪，只要行动起来，再迟都不会晚。

迟开的梦想之花夸出来的“书法家”

    我从不觉得人老了，就该停止前行，因为我有

个榜样，她一直在前行，以至于我和大家一样，忘记

了她的年龄。这是我 80岁的奶奶，她年年都说，明

年不干了，要去海滩晒太阳，去山里看夕阳，家里人

都一笑了之，因为话音未落，她早“跑”得没影了。

我喜欢在宽敞的阳台上做功课，可那早就没我

的地盘了。何止是阳台，家里的大小书桌，都被她占

了。当我每天迷迷糊糊醒来时，她已伏案工作了三个

小时。她有本事在这里写文章，在那里作诗，在第三

张书桌改设计稿……晚上家里从不开电视，因为她

要在电脑上找资料，稍有空，她还要自己设计服装！

奶奶变成“陀螺”是从 60岁开始的。刚退休那

年，她就大声宣布，今天起，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了。她去学游泳，为的是治好腰疾。教练不肯教老

人，她竟自己学会了，至今已 20年，她再忙，每天仍

坚持去游泳，因为“只有身体健康了，才可以好好

活”。她自找的工作越来越多：讲课、写作、管别人

“闲事”，还常自掏腰包带大人小孩去参加活动。晚

上，她花很多时间，给学生发语音、写回信、改作文。

从小见她忙，我长大了，她越来越忙，但奶奶并

不是个工作狂人，她也逛街，看到漂亮裙子，还会和

我抢。周末，她带我去和平饭店跳“茶舞”，教练夸她

的国标舞是正宗的。虽没有名牌包，也不戴首饰，但

她穿上长裙的范儿，怎么看都有韵味。她是我们全

家的老小孩，偶尔要化妆，她满屋找口红怎么没了，

问谁有？我妈妈赶紧送来。我钓回一个娃娃，她看中

了，说：“归我了！”我心甘情愿双手奉上！65岁，她加

入了诗词学会，67岁；她成为公益组织志愿者；70

岁她变身为策划、制作人……她生气勃勃，活力四

射，忙得脚底朝天，却依然山青水绿，“冻龄”一个。

老了，仍追梦，奶奶便成了如今的模样，受她影

响，我也素面朝天，因为奶奶说，美不是描眉涂唇画

出来，而是干着、跑着，就生成了。

周 芳

她是我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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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贵不老

    几年前，曾看过一个研究资料，大意是：退休

后，儿女都已自立，女人就迎来了“第二青春期”，

之前因为抚育子女、照顾家庭而不得不搁浅的爱

好或天赋，此时若能重拾，往往更容易“一鸣惊

人”。当时我就想到了赵丽蓉，她原来是评剧演

员，生活中历经坎坷，晚年专注于小品事业，以不

可阻挡的燎原之势，迅速红遍全国。

我有位 80多岁的忘年交，她 56岁退休后开

始学习国标舞，因为热爱，几乎每天都要练上几

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获奖 80多次，其中 44次冠

军、22次亚军、16次季军，遍布成都和北上广深

各大城市……奖牌、奖杯堆了一屋子。她说跳舞

让她保持着良好的精气神，会一直跳下去，直到

跳不动的那一天。

我住的小区还有一对夫妇，之前开饭店，有

了多套房产和名车之后，也到了“奔六”的年纪。

他们果断关了店，男人找了一家单位，每天 5：30

起床跑步，骑自行车上下班，并通过自学考取了

与工作相关的资格证书；女人虽已满头华发，仍

喜欢读书，每天习字、练剑，还报了本市老年大学

的国画班。那天她说，当年我的作文也是常被老

师当范文在课堂上读的。我鼓励她，尝试写文章

吧……看着他们夫妇如此朝气蓬勃地开启晚年

生活，我似乎闻到了一种别样的生活的芬芳。

当然，也有一种人，承受着生活中风风雨

雨磨砺的同时，始终没有撂下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虽然慢了点，但从未

止步，终于在晚年迎来了自己的“春暖花开”。

我想，正是因为拥有了人生的历练与积淀，晚

年才更容易出彩。最重要的，是要有颗不老的

心。我相信每一片被梦想照亮的土地，只要勤

奋播种、耕耘，施予足够的雨露和阳光，必将

收获甜美的果实……

如果说人贵有志，我要说：志贵不老！

晚霞红满天

    我还记得自己学用支付宝的那一天是 2018

年初，那天起，我学会了“网购”。

学会在“博客”上发文章比学会支付宝要早

11年，我的博客曾非常热闹，“楼上”“楼下”的网

友们发表着自己的观点。但 2014年春节，女儿对

我说，现在谁还看博客啊，我教你玩微信吧！戴着

老花镜，摸索着手机，我发现好像不难，最让我开

心的是，可以“按住说话”给朋友们语音拜年，还

可以回听！

拿着手机研究，我发现从“发现”框里点击相

机镜头拍照片，那棵硕大的独苗青菜也被我发到

微信上了。虽然我晚了三年才学会“微信”，但也

算赶上了“时髦”的步伐。2018年，我离开退休后

返聘我十年零十个月的单位，在女儿的指导下，

开了微信公众号。

2020年，赶时髦的我又对“抖音”感兴趣了，

那时外孙女制作的抖音作品已经有 38件，趁着

外孙女端午节回家，我拜她为师。

外孙女拿起手机飞快地滑动屏幕，手把手教

我。“不过用‘剪映’做出的抖音效果更好。”她说，

“你先用我的手机学。”外孙女很有老师范儿。在

她的指导下，我从手机里选择了 4张扶桑花照

片，想标题，选配乐，“花开花落”视频做成了！

博客、微博、MSN、网购、微信、抖音、短

视频……学无止境，晚霞，红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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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我乔迁新居时，古稀之年的叔叔说要送

我们一礼物，我和老公直摆手，可他神秘地笑笑，不

再作声。搬家当天，他和婶婶送来一幅字，四尺横

幅，都已经裱好了，老公惊喜接过。

叔叔是读书人，一辈子忙惯了，退休时心理落

差很大，整天闲得颇不耐烦。有次，我看到叔叔的书

柜里一摞字帖说：“叔叔，你现在有空了，何不练练

字？听说，你以前字就好。”叔叔得意地笑了，这句点

醒了叔叔，他当真买来了纸墨，认真地练起字来。

我们和叔叔家离得不远，我和老公常去看他。

他最喜欢赵孟頫的行书，说是字如人，端稳严谨。临

得最多的是孙过庭的《书谱》，既能习字，又能学习

书法理论，可谓一举双得。老公略知书法，每次，他

俩都聊得热火朝天，不知不觉，我们看望叔叔变成

了书法作品展示会和点评会。我一直鼓励叔叔，有

一次，我还悄悄把他的字拍下来，发给懂书法的朋

友们，竟获得一致好评，当然他们也提了一些意见。

当我把这些反馈给叔叔时，他乐得像个孩子，全盘

接收。从此，习字的劲头更大了。

叔叔的自我管理能力强，每天，他在书房里写

字就跟上下班似的有规律。弹指间，七十挂零的叔

叔练过的纸、写秃的笔已数不清了，他凭借书法延

长了生活的半径，结识了许多同道之人，他们经常

交流、结伴去观摩碑林。有时，我们去看叔叔，他不

是外出看展，就是外出参展，婶婶笑着说，这夸

出来的“书法家”再也不说无聊了。

（下
）

摄
影

/

叶

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