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月14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褚天娇/ 校对：唐海鹰/ 制作：郝柏钧 版3专 刊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王超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人生红日无限美 夕阳依旧铸辉煌
——谨以此版献给60岁以上的人

常言说“最美不过夕阳红”。在如今的幸福年代，60岁的人最多算是中老年人，70岁才被人们称作叔叔、阿姨，80岁仍然可以精神矍铄地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90岁还耳聪目明，每天看书、读报……如果把人生比作绕天的红日，那么晚年就是夕阳。经历了喷薄而出的激动，到旭日冉冉的蓬勃；从艳阳高照的壮丽，到日悬中天的热烈；从日渐西斜
的成熟，到夕阳落山的丰满，这是生命的完美历程。朝阳固然灿烂，夕阳依然辉煌。

人生的过程里，每个人都有幼
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而每个年龄
段都有其不同的魅力：儿童、少年如
花季，充满着蓬勃朝气和无限希望；
青年是黄金时代，大好青春激情满
满；中年是果满穗丰的岁月，磨就了
老练，积累了深沉；到了老年则能洞
察风云世事，保持雍容大度的胸
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青
年期是增长才智的时期，老年期则
是运用才智的时期。”因此，一个人
60岁以后的生活是否精彩才是关
键所在。

从科学的角度讲，大自然给予人
类的生命应该是120岁，其中0至60
岁是“第一个春天”，60至 120岁是

“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是”播种
耕耘，辛勤劳作的春天，很辛苦；“第
二个春天”是收获硕果，享受人生的
春天，很幸福。如果以60岁退休为
时间节点，到生命的终结起码有二三
十年的光阴。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
么过，如何才能过得充实、惬意，更是
值得我们讨论的一大课题。

60岁后离开了工作岗位，进入
了第二春天，时间富裕了，空间广阔
了，阅历丰富了，经验成熟了，生命
得到了全面、自由的舒展，在一定意
义上说，是从“必然国度”进入了“自
由国度”。孔子在谈人生时说：“六
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意
思是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人
的思想和行为才能符合外界的客
观规律，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不仅

如此，“人生六十才开始”还意味着
新的生活赋予老年人“第二青春”的
情趣、幸福和满足。

60岁以后，用过来的眼光辨清
人间是非，能够心静如水，找回自
我，如同返璞归真一般，只求在人世
中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顺其自
然的生活，真正步入自由自在的快
乐人生境界。

60岁以后，从工作岗位退休下
来，时间可以完全自由支配。也不
用为上老下小的生计劳心费神，回
望人生旅途的坎坷，顿觉如释重负，
轻松快活。

60岁以后，才真正懂得了“健
康是人生第一财富”的道理，精心养
生保健，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不再过
度劳累，不再和生命开玩笑。

60岁以后，明白了“少年夫妻
老来伴”的真实意义。回想过去，常
因家务琐事拌嘴斗气。展望眼前，
两鬃渐染，眼渐花，手渐慢，深切体
味到相互关爱、难舍难离的可贵。

60岁以后，身体还健康，思维
还敏捷，退而不休，可做一些自己有
兴趣的事业。不少科学家在 60岁
以后达到事业顶峰，摘得诺贝尔奖，
说明这又是一个创业的春天。

如果把青年期比喻为人生的
春天，那么老年期就是人生的秋
天。春天固然充满生机，秋天却是
成熟的季节、丰收的季节。老年人
虽然失去了春天的艳丽，却拥有金
秋的丰盈。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部

书，那么少年就是书的开头，青壮年
是书的中部，老年自然是书的结
尾。而结尾才是最精彩、最感动人、
最使人难以忘怀的人生“压轴戏”。

作家林语堂曾说：“我们都喜
欢古教堂，旧式家具以及绝版的旧
书，但大多数却忘了老年人之美。
古老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
最美的东西。”有学者说，人过花甲
有成熟美，进入古稀之年有智慧
美。有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变老”
意味着“更好”，因为“人老是一
宝”。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老
人闪光的足迹，就是一行行绝美诗
句；老人的生活历程，就是一幅幅美
丽画卷；老人饱尝的酸甜苦辣，就是
一支支动听的歌谣；老人经历的风
霜雨雪，就是一篇篇动人的文章。

人到老年，关键要有一颗年轻
的心，才能保持生命的青春活力，才
能走进阳光，充分享受人生“第二个
春天”的快乐。

年轻人的梦是初升的太阳，老
年人的梦则如同红色烂漫的晚霞。
我们的故事老了，但心不能老。老
年人可以贫穷、可以孤独，甚至可以
不幸，但决不可以没有梦想。

60岁是雪中红梅；70岁如同出
污泥而不染的荷花；80岁是满山遍
野映山红。生命的风帆在这儿停
泊，又将在这儿重新鸣笛启航。请
老年朋友们记住英国文学家萧伯
纳的一句名言，“六十岁以后才是真
正的人生”。

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极其
重要，“健康的价值，贵重无比。它
是人类为了追求它而唯一值得付
出时间、血汗、劳力、财富——甚至
付出生命的东西”。人到了 60岁
以后，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更是最大
的人生财富。反之，如果一个人坐
拥千亿资产，没有健康，食不知味，
寝也不安，活动困难，看到别的老
人快快活活，周游列国、跳舞、打
球，你却享受不到，就算有再多资
产又如何？因此，老人就应该把健
康放在第一位。健康是一种自由，
即身与心的自由，也可以说在一切
自由中是最重要的。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
各种器官逐渐出现衰老现象是不
可避免的，但如果保养得当，这种
衰老也可以延缓。但有的老人对
于身体出现早期的不适或是小病
小痛是“得过且过”，最后因误了最
佳治疗期而使病情加重甚至提早
终结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正谓“小

病不医，大病吃苦”。去年，我市一
名 63岁乒乓球爱好者就因心肌梗
死抢救无效死亡。据知情人士介
绍，这名球友的心脏在几个月前就
感到明显不适，起初自己以为是没
有休息好导致的，想着多加休息就
会好。但事实并没有因为休息而
缓解心脏的不适感，在家人的一再
要求下才勉强去了医院。在医院
经过检查，医生告诉他需要马上住
院治疗。可这个本不缺钱的球友
却觉得没有必要花钱住院治疗，固
执地选择到诊所打消炎针。连续
打了一周的消炎针，自己感觉身体
已经恢复。此后便回到之前的生
活轨迹。在最后一次发病的前几
天，又有连续明显强烈的心跳速度
过快等不适感。他仍然以“不屑一
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求医、不问药。终于，在去年 11
月份的某一天，正在球馆打乒乓球
的他，突然病发倒地。在球友们将
他送到医院后便咽了气。

一个平时为人谦和，爱运动，
刚退休两年的中老年人就这样的
突然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永远
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看似很突然
的事情，其实并非偶然。如果，他
能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他能重视
最初的不良反应，如果他能听医生
的话住院治疗，也许，他现在每天
还能活跃在乒乓球台上……

人生的幸福基础，就是保持一
个健康身体。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运于掌。”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无论从传统礼仪还是
长幼尊卑的伦理角度，老人都应
该是被人尊敬的。他们历经了人
生的沧桑岁月，尝尽了人生冷暖
和生活的酸甜苦辣，看人、看事有
一定的经验，在面对一些重大事
情时，很多老人更是有着非同寻
常的淡定和坚强甚至是壮举。然
而，在生活中也有少数老人的言
行，让人无法理解和尊重。

近年来，关于老人因公交车
抢座而打骂其他乘客，公共场所
不排队等有损老人形象的不文明
行为时有发生。更有网友说，“不
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
了”。 同时，也因少数老年人的
不恰当言行而影响了一些人对老
年人的总体印象。但，这样的老
人毕竟是少数，因为中华民族是
有着五千年文明和深厚底蕴的民
族，在我们的国度里，满满的正能

量，尤其是老人。
获得“感动吉林”的 2015 年

度人物群体——龙山区“五老”。
一群年逾花甲的老人，工作劲头
儿十足，乐于奉献，资助和帮助辖
区内的贫困孩子和困难家庭；对

“两劳”释解人员、在押服刑人
员、特殊群众中的青少年进行帮
扶教育，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雷锋
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龙山区争了光，为辽源市争了
光，更为所有老年人争了光。

贵 州 85 岁 的 黄 大 发 荣 获
2017“感动中国”人物。他是贵州
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
村名誉村支书，也是带领当地群
众，历史 30 余年，靠着锄头、钢
钎、铁锤和双手，在绝壁上凿出一
条 9400 米长饮水渠的“当代愚
公”。虽然已经是 85 岁高龄，但
他却说：“活一天就干一天”。

被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先
生”的杨绛，从出生到去世，她跨
越了一个多世纪，105 年的岁月

她坚强、坦然。她生于乱世，但却
自始至终怀有一颗与世无争的
心。她尝尽人生百味，却始终明
媚从容。她智慧、淡薄、宠辱不
惊。虽然人们称她一生是“传
奇”，但她认为只是自己“没有虚
度此生”而已。

94岁的叶嘉莹是南开大学中
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
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
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
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
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
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
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所名誉研究员。获得 2015—
2016 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终身成就奖，2018年 6月 3日，她
将自己全部财产 1800 余万元捐
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
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像这些老人的这些行为，怎
能叫人不尊重呢？！

常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儿子、孙子都有各自的生活和空
间，做父母的关心儿孙乃人之常
情，但不应该管的过多、过宽。子
女既然都成家立业了，那就该相
信他们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做父母的退了休，就应该科学安
排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有一个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晚年。老
人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子女就
会安心地工作、生活。这就是他
们的福气。

今年 60岁的高阿姨家住东辽
县安石镇，丈夫去世多年，她一个
人把一双儿女培养成人，现在都
已成家立业。本该快乐地安享晚
年的幸福生活，但她却整日闷闷
不乐，心事重重。

高阿姨的儿子在市区买了楼
房，女儿家在县城。儿子、儿媳都
比较孝顺，自在市区买房那天就
说，希望母亲和他们一起在市里
住，但如果母亲不愿意也可以选
择自己住在农村，他们会经常回
家看母亲。当时高阿姨为了能天

天见到儿子和孙子就选择和儿子
一家住在市区。可住进市区的楼
房没多久，婆媳之间就因生活琐
事产生了很多误会和矛盾。儿媳
委屈自己婆婆误解自己，高阿姨
更是觉得自己遭受了儿媳的“不
待见”。久而久之，儿媳说话、做
事小心翼翼，高阿姨也是整天闷
闷不乐、唉声叹气。儿子夹在中
间屡次受着“夹板气”。

同样身为母亲、婆婆和奶奶，
今年 70岁的市民赵阿姨就比较会
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赵阿姨的
儿子结婚后也是单独买房单独生
活。但赵阿姨充分给予儿子、儿
媳独立空间。有了孙子之后，赵
阿姨和其他做奶奶的一样欣喜若
狂，但她却没有“忘乎所以”。孙
子出生的一个月内，她没日没夜
地悉心照料着孙子和儿媳。不说
苦、不喊累，将母子俩照顾得妥妥
当当。当孙子满月后，她和儿子、
媳妇进行了一次沟通，想听取下
他们对于日后照顾孩子的计划和
想法。儿子和媳妇表示，生了孩

子就该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和义
务，他们也有信心努力做合格的
父母。而且，不想让母亲过度劳
累的同时，还惦记独自在家的父
亲。赵阿姨听了这番话，欣慰的
同时也从内心暗暗称赞小两口。
现在，孙子已经 5岁了，被儿子、儿
媳照顾的身体健康、乖巧可爱。
而赵阿姨这 5年来，每天吃着自己
清单养生的一日三餐，早上去超
市买新鲜的果蔬食品，晚上到广
场打着太极拳；每周三次去社区
文艺队唱歌；每年的两次外出旅
游……自孙子 2周岁起，就养成了
每天晚上给爷爷奶奶打电话的习
惯。每个周末至少一天儿子、儿
媳会带着孙子回来和赵阿姨及老
伴儿团聚。赵阿姨是儿媳眼中的
好婆婆，儿子心中的好母亲，孙子
的好奶奶。她没有因为儿子和孙
子而丢失自我，更没有忘记除了
妈妈、奶奶的身份，她还是妻子、
姐姐、妹妹……她活出了同龄人
羡慕的样子，过上了很多人想要
的生活。

你若优雅 世界便不粗俗

60岁，幸福人生才刚刚开始

老人，想被尊重请自重

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人康乐就是福

老人，健康才是最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