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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老花以后

岁月真情

脸谱画出新花样

老年团队妥善选择商业活动

七旬儿媳照料九旬婆婆

经典深耕 家教史话——

卢肇《嘲小儿》
江西南昌的杨丽丽是一支

老年模特队的负责人，一接到
商业活动邀约，就立即拒绝：

“不去，都是骗人的！”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井绳，杨丽丽是被
商业活动给“伤”了。然而，老
年团队参与商业活动的现象其
实越来越多，怎么妥善选择、
处理才是关键。

痴迷收藏老门牌

老店成网红打卡地

卢肇（818—882年），唐朝诗人，字子发，
袁州（今属江西）人。著有《文标集》《届堂龟
鉴》《卢子史录》《逸史》《愈风集》《大统赋注》
等一百几十卷。

宋太宗教子敬严师

宋太宗赵灵（939—997年），是北宋初年
的一个皇帝。原名赵匡义，后改名赵光义，即
位后又改名赵灵。976年至997年在位。

人们常说久病床前
无孝子，可是在厦门市集
美区灌口镇田头村洋坑
社，96岁老人陈选卧床五
年多，吃喝拉撒全在床
上，70岁的儿媳陈秀琴始
终用心尽孝，每天十多次
到床前，为她洗脸梳头、
翻身捶背、嘘寒问暖。

还在公子们很小的时侯，
太宗赵灵就想到：自己的孩子
们长年生活在深宫后院，不知
道人世间的事该怎么处理，这
对他们今后参政、掌权是很不
利的。

于是，他请来了一些有德
行、有学问的人给孩子们做老
师，辅导他们的品德和学业。
并一再嘱咐那些老师，要严格
要求，尽职尽责，不可对他们
迁就姑息。

宋太宗的第五个儿子叫
赵元杰，被封为“益王”，这是个
贪图享乐、挥金如土的花花公
子。来到益王府给赵元杰做老
师的，是一个叫姚坦的人。

姚 坦 在 开 宝 年 间 任 尚
书。此人办事认真，思想作风
正派，坚持原则，很有主见，有
时侯甚至让人觉得他还有点
儿固执。宋太宗却很赏识他。

有一次，益王赵元杰在府
邸中建造了一座假山。这座
假山，可不是一般的假山，规
模巨大，雄伟壮观，耗资数百
万两白银。假山造成之日，益
王请来许多宾朋僚属，在假山
前大摆宴席，祝贺假山竣工。
众人纷纷阿谀奉承，讨好益
王，称赞假山的雄姿。

可姚坦呢，作为益王的老
师，不能不入席作陪。但他始
终却是低着头，郁郁不乐，心
事重重，对那座假山没有说过
半个“好”字。

益王趁着酒兴，非要老师
姚坦表个态不可。姚坦不好
当众推辞，缓缓抬起头来，按
奈不住内心的激动说：

“这那里是什么假山，依
我看，这倒是一座血山！”

益王万万没有想到，他的
老师在此时此刻竟说出这样
的话来，不禁大惊，逼问他为
什么说是“血山”。

姚坦看了看宴席上对他
的话感到吃惊的人们，非常激
动地说：

“我在乡下看到过官府逼
租，往往把农夫打得遍体鳞
伤，血渍斑斑。我们眼前这座
假山就是用百姓们的租税建
造起来的，这不正可以说是

‘血山’吗！”
姚坦的一席义正词严的

话语，使在座的客人们大为震
惊，谁也没想到姚坦能说出这
么大胆的话来。

益王对姚坦的话，简直是
无法忍受，他当即暴跳如雷，
怒吼道：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当
众如此中伤我！你走着瞧！”

益王立即到父亲那里告发
姚坦的“罪状”，说他太放肆了。

宋太宗听后，沉吟半晌，
深感姚坦的话虽然很刺耳，但
的确在理。不但没有责备姚
坦一句，还把益王赵元杰狠狠
地给训斥了一顿，并下令把假
山给拆掉了。

姚坦这样的不“顺从”，益
王自然对他非常反感，甚至有
些憎恨。

有些心术不正的人，看到
这是一个排斥姚坦的绝好机
会，就私下给益王出主意，要
他装病。

太宗听说爱子病了，很是
着急，便召益王左右的人入
宫，询问益王的病情。来人禀
告说：

“益王本来无病，只是因
为姚坦对他管束得太严格、太
厉害了。益王感到心情压抑，
就是这样得的病。”

太宗一听，知道这里边有
人乘机要诬陷姚坦，便怒不可
遏，斥责道：

“我所选用的都是德才俱
佳的人做太子的老师，目的是
辅导他们德进业修，懂正理，
走正道。现在，你们这明明是
要我赶走这样正派无私的人！

“再说，益王虽在生活上
不够检点，好奢侈。但他还不
会搞这些鬼名堂。他有什么
病？这一定是你们这些人出
的主意，是在教他装病的！”

说罢，命令左右把来人打
了一顿，给轰了回去。接着，
太宗把姚坦召入宫来，当场表
扬了他忠于职守：

“你是一位很称职的老
师，我没有看错人。以后你还
要大胆地管教他。”

由于宋太宗这样信任姚
坦，益王赵元杰后来对姚坦确
实是比较尊重了。在老师的
严格教育下，他也有了改过自
新的表现。

《嘲小儿》是一首教育子
女珍惜时光的诗。“嘲”是用戏
谑的口吻同子女逗趣，把教育
意义包含在其中。

诗中说，孩子小时候，只
是知道贪玩、贪吃，那么，就会
丧失志向，浪费时光。时间过
得真快啊，似乎昨天还在骑着
竹马玩耍，今天一下子就变成
了老年人了。如人们常说的
那样：“曾记童年骑竹马，转眼

便是白头翁。”
孩子小时候贪玩、贪吃，

是不足为怪的事。但是，有远
见的父亲不能只是满足于让
孩子玩好、吃好，必须及时教
育孩子珍惜时光，早点立志求
学。这首诗告诉人们，人的一
生是个渐变的过程，从少年到
老年，悠悠忽忽地不知不觉就
过去了，不易觉察。可不能掉
以轻心。

眼睛老花以后 ，看字不清楚，看
书倒是更清楚了。以往快速翻书，现
在阅读只能放慢，如此一来，体会到
的书中意思就更多了，以往糊里糊涂
带过的字眼，现在也耐心追究起来。
老花看旧书，总有新意浮现。比方看
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句，
这知字，到底是谁的知呢？杜甫的
知，好雨的知，或者是某人的知？再
细推，如何得知，又是谁喜？短短一
句，半天翻转仍不失乐趣。

这是老花的好处，但老花也有坏

处。一个不小心，就容易闹笑话。我
喜欢躺着看书，从小至今没近视，但
躲不过老花。读小友寄赠新册《负剑
的少年》，读到书中一句“没把《天龙
八部》里的王语嫣看成王语妈，算是
心还够细。”不禁莞尔。再读，书中描
述她大学时代几个同寝室的好姐妹，
看着看着我心想为何要把宿舍称为

“牛塘居”？明明是青春正盛的女子，
什么名字不好取，偏偏选择憨慢的牛
来比。心疑，赶紧坐起再看，喔，原来
是“半糖居”。

半糖是年轻时的美好凝视，及
至今日，已经是无糖的年岁了。心
里头够清楚什么是什么的时候，眼
睛模糊似乎也没什么紧要。当字纠
结一团，贴近的脸孔不再清晰，看说
明书得用放大镜，手机尺寸越换越
大，写稿转成十四级字型，总有适应
的方法去对待。

老花最怕的是老眼昏花，这就无
关年纪大小。心眼若犹能张开，能晶
莹雪亮识人见物，老花倒像是祝福，
让人看清问题。 据《老人报》

模特队被商业活动“伤”了

杨丽丽今年 65 岁。4 年前，她和
20 多名爱好者一起成立了模特队。
不久，一家旅游公司找到她，邀请她们
团队外出表演，说是给一个新景区造
势，承诺赠送丰厚礼品，还答应额外给
她一份劳务费。杨丽丽答应了，但她
没想到，这次活动成了一趟购物之旅，
说好的新景区演出在一个山沟里草草
了事，购物店却进了两个。为此，杨丽
丽遭队友痛骂。“说我从中牟利，我百
口莫辩。”杨丽丽介绍，模特队从此人
心涣散，后来走了好几个人。

贵州贵阳 58 岁的刘敏原是一支
民族舞队的队员，但她在上个月选择
退 出 。 她 也 遭 遇 了“ 商 业 活 动 问
题”。她去年加入舞队，发现舞队的

商业活动比排练还多，“外出表演太
频繁了，我想请假，队长说不愿参加
就退出舞队”。一年下来，刘敏因外
出表演收到不少礼品，但腰包也空了
不少，“领盒鸡蛋，买回一堆保健品，
还是自己亏了”。

参与商业活动也能双赢

老年团队和商业活动一定格格不
入吗？实际上并非如此。山东济南老
姐妹舞蹈团成立于 2011 年，当时面临
着不少困难。“想发展好就要正规的场
地、教师、设备，这些费用平摊到每个

人身上，压力不小。”舞蹈团团长、62
岁的张蓉回忆说，为了创收，艺术团精
心编排了舞蹈节目参与商演，不仅拓
宽了展示平台，还赚到了不少经费，几
年下来发展很顺利。

重庆 67 岁的罗萍是一名广场舞
队队员，她所在的舞队也会参加商业
演出。“这些演出都是一些日常用品的
商家组织的，我们有礼品拿，还能以促
销价买到日用品，商家也获得了人气，
可谓双赢。”罗萍说。

实际上，老年团队介入商业活动
也不止参与商演这一种形式。河北唐

山乐友合唱团是一个成立 20 年的老
年业余合唱团体，在 2019 年与一家商
贸公司合作，成了以企业命名的艺术
团，企业承担了设备、服装以及部分

“团费”。作为回报，在企业组织年会、
订货会等活动时，艺术团会去演出。

在模特团组建“团委会”

“商业活动并不是洪水猛兽。”江
苏南京金凤广场舞队队长黄玲认为，
老年团队可以介入商业活动，但一定
要注意边界。曾有不少旅游公司、保
健品公司找到黄玲，让她组织队友去
旅游、听讲座，她一口拒绝。“收取远低
于市场价的旅游团费，还给团长补贴；
去听听讲座，就会有红包拿……那商
家赚什么？一想就知道羊毛出在谁身
上。”黄玲认为，作为团队组织者，首先
不能把团队作为谋利的工具。一些正
规的商业活动，黄玲是不排斥的，但首
先要保证不损害队友利益，其次严格
控制演出场数，“大家有更多时间排练
精品节目，外出演出会更吃香”。

78岁的李佩英是陕西铜川乐夕阳
模特艺术团的团长，她在模特艺术团
组建了“团委会”，每次外出商演前先
开会征求大家意见。不仅如此，她还
请了会计负责团队的账务，公开透明，

“收益可用于服装、道具等开支，剩余
部分作为团队经费”。多年来，乐夕阳
模特艺术团没有因为经济原因闹纷
争，团队也逐渐扩大到了100人。

据《四川日报》

一只手握住发抖的
另一只手，才能把饭喂进
婆婆嘴里
陈选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5 年

多前因病卧床，儿媳陈秀琴从那时起
一直悉心照顾她。

进入陈选的卧室，最先看到的是
紧靠床边的两把椅子，其中一把上面
放着一些零食。陈秀琴说，放椅子是
防止老人翻身跌落下床，虽然老人已
经无法翻身，但还是担心发生意外。
椅子上有面包、水果，老人伸手可及，
这些都是陈秀琴精心准备的。

陈秀琴每晚11点多睡觉，但因睡
眠不好，经常睡到凌晨两点多就醒了，
常常到天亮都没再睡着。清晨起床，她
第一件事就是到婆婆的房间看看，为老
人洗脸、梳头。之后，她要煮地瓜稀饭，
婆婆每天都要吃一块地瓜、一个鸡蛋。
如果有青菜，陈秀琴要把青菜煮熟后再
切碎，做好后一勺一勺喂婆婆吃。

对陈秀琴来说，喂饭不是一件容
易事。她的一只手一直会发抖，已经
抖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治愈。给老人
喂饭时，为避免稀饭抖落下来，她只
好用另一只手握住发抖的手，才能把
饭喂进老人嘴里。

村里多次组织外出
旅游，为了照顾婆婆她都
放弃了
为了照顾婆婆，陈秀琴从未出过

远门，甚至都很少出门到灌口镇走走，
更别说外出旅游。其实，村里曾多次
组织外出旅游，但为了照顾婆婆，她都
放弃了。

陈秀琴结婚至今已有50年，一直
和婆婆住在一起，从没红过脸。年轻
时，婆婆发脾气，她也不还嘴。长期
照顾老人，很多人难免会不耐烦，甚
至都没有好脸色，但陈秀琴从来不
会。尽管有时她也会遇到烦心事，但
她从不在婆婆面前表现出来。婆婆刚
卧床时，经常会烦躁，但她没有任何
怨言。即使自己身体不舒服，她也坚
持照顾婆婆。她每天操持家务，照顾
婆婆是重中之重，每天下午5点左右，
她还要出门摘菜，再赶回家中。

有一年，陈秀琴的眼睛需要做手
术，只得住院，老伴一个人忙里忙外。
她住在病房里，心里却一直放心不下婆
婆，三天后就急匆匆地要求出院回家。
回家后，她一如既往地细心照顾婆婆。

她敬婆婆儿媳们敬
她，感人事迹社区传扬
陈秀琴孝敬婆婆，三个儿媳也孝

敬她、孝敬奶奶。陈秀琴很少自己买
衣服，身上穿的衣服大都是三个儿媳
买的。晚辈受她的影响，经常给奶奶
购买纸尿裤，回来探望。

陈秀琴的体重不足 50 公斤，而
婆婆的体重近 65 公斤，她想要抱婆
婆 洗 澡 或 者 帮 她 翻 身 都 是 难 事 。
夏天天气热，陈秀琴担心老人不舒
服，就在老人后背垫上垫子，让老
人 侧 身 躺 。 除 了 给 老 人 及 时 换 纸
尿裤，她还担心老人身上生褥疮，
每天还要给老人涂抹爽身粉、肚脐
粉。房间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
任何异味。

陈秀琴孝敬老人的事迹在田头
村是出了名的，社区书院、幸福院的
社工经常上门为老人服务，小志愿者
们 也 经 常 来 看 望 陈 秀 琴 和 她 的 婆
婆。孩子们从陈秀琴的身上感受孝
道文化，并把她当成榜样。田头村幸
福院负责人说，陈秀琴孝敬老人的故
事很感人，希望她的事迹能传播出
去，让助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传播
得更广。

据《厦门晚报》

扇子巷、银钩弄、鼓楼湾、张御史
巷、涌金门直街……这些五花八门的
地名曾是老杭州城地名的一部分，如
今伴随城市发展，很多街巷里弄已经
消失，只留下几块老门牌被有心人收
藏起来。

这位有心人是胡新华，今年69岁，
退休前在杭州压力表厂工作。上世纪
90年代后期，杭州开始加大旧城改造
的力度，一些街巷里弄消失在烟尘
中。这时，他想到这些老墙门要拆了，
作为老杭州人总得留下一些什么作纪
念。于是，他起早摸黑，或者下班后，
骑着自行车去拆迁现场，看到有保存
完好的门牌就带回家。

老门牌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密码。
至今，胡新华已收集了200多块门牌。
他想将这些老门牌公开展出，让大家
看到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老杭州。

据《杭州晚报》

从 2 米到 2 厘米，从画纸到指
尖，湖南长沙 64 岁的许国章将传统
的脸谱画出了新花样。

无 论 是 历 史 人 物 还 是 神 话 传
说，都被浓缩在斑斓色彩中、寥寥几
笔间——作为脸谱的业余爱好者，
十 几 年 来 ，许 国 章 画 了 上 万 个 脸
谱。因为害怕传统文化被年轻一代

“冷落”，让年轻人也对脸谱产生兴
趣，许国章做了一些创新。石头、瓶
子、木板、砖块……这些都曾被他用
作“画布”。终于，他在观察到年轻
人对手绘的喜爱后，找到了最合适
的创新——指尖脸谱。然而，指尖
的空间有限，在画脸谱时手指的纹
路 还 经 常 帮 倒 忙 ，做 起 来 并 不 容
易。好在，许国章的坚持和努力是
有回报的，他的指尖脸谱受到了不
少年轻人的欢迎。

据《长沙晚报》

山东烟台，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
的小店——兰玉商店，成为当地最近
爆火的网红打卡地。店主是一对夫
妻：78岁的褚福经和75岁的于兰玉。

兰玉商店所在的老屋保留着上
世纪 90 年代的样貌。1991 年，于兰
玉在老房子里开始经营商店。1998年，
55 岁的褚福经退休，帮老伴经营小
店。“兰玉商店”的店名，是褚福经用
妻子名字取的。去年国庆节，兰玉
商店被游客拍下来发到社交媒体，
瞬间走红。前来打卡拍照的人，多
数都是烟台本地的，也有从北京、江
苏、东北等地过来的。文具盒、沙包
等几样物件，在店里存放了近 20 年，
如今已被抢购一空。网友说，小商
店给人一种解忧杂货店的感觉，满
满的童年回忆。

据《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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