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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没有打牌!下棋的爱好"却喜欢成天

抱着收音机听京剧# 出于孝心"十多年前"大哥

从城里抱回一台黑白电视机"以满足父亲看京

剧的愿望$

记得大哥把电视机放在父亲的房里"每天

提前看节目预告" 然后全家人挤在一起看京

剧$ 我对京剧一点兴趣都没有"大哥%大姐也一

样"只是为了让父亲高兴$

"$

年过去了"大哥大姐先后结婚"家里就

剩我和父亲$ 我也有自己的事"常常把电视机

调好台"让父亲一个人看$

渐渐的"我发现电视机不是关了"就是换

了台$ 问父亲是不是不爱看京剧"他含混地说&

'电视机自己关的$ (我以为电视机出了问题"

不久 "和大哥 %大姐凑钱 "为父亲买了台大彩

电# 不到一星期"又出现同样的情况#

一次"我给父亲调好京剧节目频道"坐在

外屋" 一会儿" 听到父亲调台的声音" 然后"

'啪(的一声关机了# 我走进去说&'如果您不喜

欢看京剧 "可以说 "我帮您

换您喜欢看的节目# (

父亲睁着浑浊的眼睛"

看我半天"微微点点头#

'爸"刚买电视机时"您

看不看得清%听不听得见) (

他点点头 "又摇摇头 "有些

吃力地说&'看不清楚# (我

的心突然一痛 &'您为什么

不说呢) 我们可以把电视机

放近一点"可以把声音开大

一点# (

父亲没说话"只是摇摇

头#

"$

年来"父亲一直看不

清画面" 也听不清声音"他

硬撑着"只是不想拂了儿女

们的心意# 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尽了孝心"还沾

沾自喜#

在父爱面前"我们的孝心显得如此苍白"父

亲给予我们的爱"却是永恒的"儿女们永远无

法超越#

无法超越的父爱
!

张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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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交

流思想感情"介绍退休后如何适

应新环境的亲身体会"经常说得

哈哈大笑"从闲谈中找到了不少

乐趣"适应了新的生活# 可是"也

有些老年人到一块热衷于谈一些

你是我非" 这亏那便宜的事情#

还有个别老年人到一块总爱发牢

骚"讲怪话"因为点儿鸡毛蒜皮的

小事 "而时常满腹怨言 "气鼓鼓

的"怒而难止"和他人比这比那"

总觉得自己吃了大亏"甚至气得

睡不着"饭吃不香"自己自己过不

去#

现实生活的纷杂"使我想起

了在*人间方圆+杂志上看到有这

样一篇动物寓言"说的是有两只

老虎 "一只在笼子里 "一只在野

外$ 在笼子里的老虎三餐无忧"

在野外的老虎自由自在$

两只老虎经常交谈" 笼子里

的老虎总是羡慕野外老虎的自

由"野外的老虎却羡慕笼子里老

虎的安逸$ 一日"两只老虎不约

而同地提议 &'咱们既然相互羡

慕"何不换一下生活方式$ (

于是笼子里的老虎走进了大

自然"野外的老虎走进了笼子里$

从笼子里走出来的老虎高高兴

兴!自由自在地在旷野里拼命地

奔跑,走进笼子的老虎也十分快

乐高兴"从此再不用为食物而发

愁$

但不久以后" 两只老虎都死

了$ 一只是因饥饿而死"另一只

是忧郁而亡$ 从笼子里出来的老

虎"虽然获得了自由"却没有捕食

的本领,走进笼子里的老虎获得

了安逸"却没有在狭小空间生活

的心境$

在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的老同志"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应

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应有一个好

情绪!好心态$ 如果一个人的情

绪很糟"心里常常闷闷不乐"和他

人相比总觉得不平$ 对自己的生

活环境很不满意"很不顺眼"就是

再好的美景也欣赏不了"再好吃

的山珍海味也觉得没有味道$ 正

如一位哲学家所说 &'生活像镜

子"你笑他就笑"你哭他就哭$(如

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总是不满

意"总会越想越想不通$ 如果宽

容一些"多往好的方面去想"你就

会越想越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愉

快"甚至把坏事变成好事$ 即使

遇到不愉快的事"也要学会自我

排解"做到不发火$

老年人必须记住&'月有阴晴

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没有一个

人永远倒霉$ 一个人无论在什么

情况下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情$ 著

名诗人拜伦说得好&'对幸福的回

忆"不再是幸福"对痛苦的回忆依

旧是痛苦$ (老年人离退休后"必

须学会过新的生活"及时调整心

态"很快忘掉那该忘掉的东西"积

极主动地锻炼身体"适应新的环

境和生活"少与他人攀比"要知道

老年人退休后情况各异"只有在

现实生活中"常常知足"才能使心

情愉快,只有心情愉快者"才能达

到身心健康,只有身心健康者"方

能达到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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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暑热难耐"索性早早起床$ 夜幕还未

散去"小村笼罩在黑暗中$ 村街上静悄悄"狭长

的村中小柏油路上"此刻陷入了沉寂"远处"偶

尔传来一两声狗吠$

蛐蛐或蟋蟀在弹奏黎明前的交响曲$

走到一户人家门前"看到房前已飘起袅袅

炊烟$ 一位早起的大娘正往屋里抱柴禾$ 厨房

里红红的灶火映红了窗棂$ 夏日闷热的晨"猜

想做饭的大娘肯定是汗水淋漓$

这一幕勾起了我对母亲的怀念$

从小到大"都是母亲做饭$无数个黎明"母

亲'闻鸡起舞(早早起床做好早饭$ 中午"下地

劳作回来的母亲顾不上歇息" 就又赶做午饭$

晚上亦如此" 待洗刷干净已是月上柳梢头"母

亲才能坐下喘口气"但手里还是不闲着$ 或缝

补衣裳或纳鞋底$尤其是在高温闷热难耐的夏

天 "母亲围着灶台 "辛勤地忙碌 "汗水滴滴答

答从脸上淌下" 身上的衣衫被汗洇湿如水洗$

当时没有体会到母亲操持 '一日三餐( 的辛

苦"只是看到母亲的腰逐渐弯了$ 至今想来"

体会到母亲劳作的艰辛"内心溢满了感恩!愧

疚之情$

袅袅升腾的炊烟里有我对母亲的思念"虔

诚地遥望天堂" 亲昵地喊一声&'娘" 你可安

好) (

清风"您留一步"请带去我对母亲的思念

和怀念-

夏日灶房里忙碌的娘
!

李自强

知足者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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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巢湖市夏阁镇有一位名叫李珍的老人"

她今年
"$%

岁了"还爱劳动!爱走路"尤其爱逛街"是

远近闻名的老寿星$ 老人生活很有规律"目前已是五

世同堂"子孙共有
&'

人"玄孙都已经
(

岁了$

百岁老人五世同堂
我们一来到老寿星家门口" 她就热情地走出来

迎接"连声说'请坐($

李珍老人
)*)+

年出生于巢湖市板桥乡高田埠

村"

%,

岁时嫁给夏阁镇后刘村农民刘树友$老人共生

育
-

个儿子"老伴因病早逝"养活一家的重担就落在

她肩上"她含辛茹苦地把
-

个儿子拉扯长大"现儿孙

都各自成家立业分散各地"因三儿子在本地工作"老

人就一直住在三儿子家$

老人年轻时身体好"精通农活"犁田耙地!栽秧

割稻样样在行"还曾多年担任生产队队长$ 老人记忆

力很好" 她如数家珍地介绍&

-

个儿子" 健在的有
(

个"现在全家五世同堂"儿孙共有
&'

人"玄孙已经
(

岁了$

每天中午小酌两盅
老人一生爱劳动"现在到了百岁仍然闲不住"每

天扫地!洗碗!抹桌子!拣菜忙个不歇$ 日常生活全部

自理"自己洗头洗澡"还坚持自己洗内衣"特别是晚

上临睡前要用热水泡脚$ 三儿媳汪秀芬介绍说"老人

长寿的秘诀是性格乐观开朗"年轻时家庭人口众多"

生活苦负担重"但她从不埋怨"而是想办法克服$

据介绍"老人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她每天早睡

早起"中午睡
.

个小时$ 早晨吃鸡蛋!点心"喝点牛

奶"中!晚餐都吃米饭"一餐能吃一大碗$ 老人喜欢吃

蔬菜和豆制品"一个星期吃一次瘦肉或鲜鱼$ 老人还

有个爱好"每天中午都要喝一二两白酒$

虽然已年过百岁"李珍老人还有个爱好"就是喜

欢逛街$ 天气晴好时"她每个星期都要上夏阁镇集市

逛一两次"单程
-

公里的距离"她来回都步行"坚持

不坐车"她说这是最好的锻炼$

如今"全家人都把老寿星当做'宝贝("儿孙们经

济条件都不错"争着送吃的穿的"把老人照顾得十分

周到$

!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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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炎热如火烤"高温生活

对于老年朋友"确是一个严峻的

'烤(验$ 其实"老年人只要采取

恰当的方法"就可以安然度夏$

坚持少开空调巧开窗 &空

调!电扇久开"不利于老年人身

体健康$ 可根据昼夜温差的自然

规律来调整室温"上午八九点气

温升高时" 将所有门窗关闭"下

午气温回落!低于室温时再将窗

户打开$ 享受自然风"比空调更

舒服!更健康$

避开高温巧活动&躲在屋里

不活动是老年人的大忌"但高温

时段外出不仅燥热不适"也会影

响健康$因此"可选择每天早晨
&

点前外出散步"晚饭后去广场遛

弯!健身"中午前后在家补觉或

学习$

节制冷食 &冷冻食品 !冰镇

饮料! 西瓜等食品虽吃着舒服"

但过量易刺激肠胃"所以应尽量

少吃$ 想要巧妙降温"每顿饭可

安排一凉一热两个菜"以清淡为

主"不吃大鱼大肉等高脂高热食

品$ 做饭时间提前一小时"等降

温到合口再吃"这样就没有热上

加热的感觉了$

!安仁"

爱逛街爱小酌
!!!"#$%&'()*

老人避暑
!三原则"

天 下

老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