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沧州市新华区
王希鲁运河节制闸附近，向
日葵花争相绽放，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游玩、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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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感悟
张步云

人老了，往往会沉入对过去几十年经历的回忆
中，对世情百态产生一些感触和觉悟，这就是人生的
感悟。

人生就是一次艰难而愉快的旅行，你用眼观察，
用心感悟。见山川秀丽，沃野丰茂，领略到世界的丰
富多彩，在漠漠黄沙、峭壁悬崖前，体验到人生的艰
险；看汹涌浩瀚的大海，感悟出世事的变幻莫测；望
广袤空旷的天空，思考宇宙的无限和人生的短暂。所
有这些，人皆有之。但我们的思想不能为外界的变化
而左右，任何时候，都不能缺乏自信和定力。要靠奋
斗和才干去增强实力，用经历和修养来塑造魅力，任
何时候都应该有坚定的意志和毅力，拥有自己的梦
想和追求。

生命中，难免有遗憾，难以弥补；总会有挫折，避
之不及。有时春风得意，有时举步维艰。既要勇于面
对，又要心胸豁达。一个人感到命运不公，是他想要
的东西太多，自己却努力太少。你看到有人成功，不
要认为是命运之神的眷顾，应该看到别人为成功付
出的心血和汗水。王安石曾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却艰辛。”不努力拼搏就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如把失望、
不满、牢骚变为希望、淡然、奋斗。我们不能改变这个
世界，但我们能改变自己。人生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
有等出来的辉煌。不自暴自弃，不怨天尤人，接受自己
的普通，然后拼尽全力去与众不同。要多读书，积累知
识；多实践，增长才干；多自省，改正错误；多交友，见
贤思齐。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最
宝贵的财富是头脑的睿智与清醒。要冷静地对待现
实，客观地分析自己。如果既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
又有一片理想的天空，社会就一定有你的舞台。

人总会慢慢变老，谁都会失去昔日的风华。逝去
的岁月可能是一首优美的诗，也可能是一首忧伤的

歌。过去的岁月，无论欢乐还是不幸，既不等于现
在，更不意味着将来。我们不必沉湎于对过去

的回忆，而要在现实中找到自我，自强自立。
人的一生是在坎坷曲折、艰难困苦中不断

拼搏、磨练着度过的，既有欢声笑语，也
有愁苦眼泪；既有壮阔豪迈，也有闲

适淡泊。热烈与冷静交织，障碍与
顺利同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

彩的人生。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
例，其中有一则强行“啃老”的
案例——

一位92岁老人的24万元存
款，被子孙以“账户挂失”为名取
出，存入了孙女的账户。

事实上，与这一案例不同，
生活中，有些新的、更加隐形的

“啃老”方式悄然兴起。

陪伴式“啃老”：
让父母变“打工人”

64岁的天津人郭华林只有
一个儿子。儿子毕业后，郭华林
帮他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
2017年，儿子结婚，郭华林见他嫌
房子小，就让儿子儿媳跟自己一
起住。后来，郭华林曾想过让小
两口搬出去住，然而，2018 年，
郭华林的老伴因高血压两次住
院，儿子以“不放心母亲的健康”为
由，继续在家里住着。老伴住院时，
儿媳请假陪护，儿子上网查食
谱，郭华林因小两口的孝心而感
动，就没再动过和他们分开居住
的念头。

但后来，郭华林慢慢发现儿

子的“陪伴”变了味。2019年，孙
子出生后，儿媳就辞去了工作。
儿子单位效益不太好，经常在家
抱怨压力大。郭华林只好为儿子
减负，他说：“家里的生活开销都
由我承包，还要常给孙子买奶
粉。”他的老伴则更加辛苦，不仅
要买菜做饭，还要负责带小孩。

遭遇陪伴式“啃老”的，可不
只郭华林一个人。曾有媒体对
2002名父母和子女分别进行调
查，77.3%的受访者认为身边有
陪伴式“啃老”现象，“啃老”者绝
大部分是“80后”“90后”。

探望式“啃老”：
掏空爹娘腰包

湖南衡阳 59岁的张敏芝遇
到了另一种“啃老”——探望式

“啃老”。儿子在本地工作，曾让
张敏芝引以为豪：有人的子女一
年难得回一次家，自己的儿子却
能“常回家看看”。近几年，两个
孙子相继出生，张敏芝更期待儿
子一家回来。儿孙们每次来，张
敏芝都会提前张罗一大桌好菜，
还给孙子准备玩具。然而，时间
一长，张敏芝发现儿子回家次数

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到星期五晚
上，儿子都会带着儿媳和孙子们
来住。周末，儿子就安排老两口
带孙子，自己带着媳妇去外面钓
鱼、看电影，直到星期天晚上，才
开车回自己家。

很明显，儿子的探望实际上
变成了蹭吃蹭喝。每当儿子一家

“组团探望”，张敏芝就至少要花
大几百元。她说：“买菜两三百，
加上买玩具、带孙子去吃肯德
基，有时一个周末要花上千元。”
年底一算，张敏芝发现，在子女
和孙辈上的开销竟有一两万元。
她不由得担心：“我一年的退休
金还不到两万元，这样吃下去，
我和老伴要被吃穷了。”

建议：
主动“出击”，化解压力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吟
看来，与传统“啃老”相比，新型“啃
老”的年轻人往往有一定收入，更
多“啃”的是父母的时间和精力。由
于他们不主动开口向父母要钱，因
此其“啃老”方式不易被察觉。

王吟说，新型“啃老”以陪伴
式“啃老”和带孙式“啃老”最为

典型。父母总是大包大揽，养出
“巨婴”，自己受罪。“如果拒绝被
‘啃老’，就要趁早出招。”王吟认
为，如果不认可子女的“啃老”行
为，从一开始就该拒绝。“可以明
确自己的底线，比如在子女结
婚、买房时讲清自己能提供多大
帮助，说明是否愿意带孙辈等。
子女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脆弱。
一开始就约法三章，可以避免产
生矛盾。”王吟说。

王吟表示，想拒 绝 被“ 啃
老”，还可以主动出击。她说：“对
于毕业后依然待在家里的子女，

父母可以主动带子女参加社会活
动，帮子女找工作；面对陪伴式

‘啃老’，可以先在自己的能力范
围内给予帮助，同时多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对子女坦言，自己
想要新生活。这样既能给子女台
阶，又不伤害亲情。”

对于王吟的这些建议，张敏
芝表示认可。为化解儿子的探望
式“啃老”，张敏芝选择了主动

“出击”：周末，她和老伴提着礼
物去儿子家，既能一家团聚，又
缓解了被“啃”的压力。

据《快乐老人报》

隐形“啃老”，“啃”得爹妈好烦恼

小时候，语文老师讲解杜甫的那
首《绝句》时对大家说，“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两句诗，也是
一副非常好的对联。我牢牢地把老师
的话记在了心中。

我正式了解对联，是从春联开始
的。上世纪80年代，我订了一份报纸，每
到春节前，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些春联，以
增加节日气氛。如“爆竹声中辞旧岁，梅
花香里报新春”“一夜连双岁，五更分
两年”等，我认真地读着，从中感受到
了浓浓的年味。

到了上世纪 90年代，每逢年节
将至，报纸登载的对联内容就会更
加丰富多彩，不但有各式春联，而且
增加了与对联有关的典故与传说。
通过长期阅读、学习，我和对联结下了
不解之缘。

进入新世纪之后，春节前，省市
报刊往往要搞春联有奖征集活动，并
将征集来的优秀春联作品经毛笔书写、
印刷后，赠送给读者。我是报纸的老读
者，因而少不了参与征联活动，但常常以
名落孙山告终。究其原因，我总结了8
个字——不懂对联专业知识。为提高
自己的楹联创作水平，我先是经常研
读家中已有的与对联相关的书籍，后
来，又特意去图书馆，查找与楹联有
关的报刊杂志。

一有空，我就扎进相关的书刊里
“充电”。读到精妙的词语和对句，我还
把它们复印或抄写下来，并收藏好，经
常看看，以便“学人之长，补己之短”。
有时，我没日没夜地琢磨，要是灵感来
了，哪怕半夜也得起来修改，
忙到凌晨

两三点钟是常有的事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我参加

了一次春联有奖征集活动，获得了三
等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奖，这极大地调
动了我创作对联的积极性。尤其使我
难忘的是，2015年，我的原工作单位
举办迎新春有奖征联大赛，我创作的
春联“宝马扬蹄抒远志，金羊接力展宏
图”喜获一等奖！大赛颁奖时，组织者
邀请了本市著名书法家现场书写我创
作的对联，然后，经印刷厂印刷，我和
其他获奖者的春联被单位赠送给了全
体员工。直到现在，这副春联
我还好好地珍藏着。

对联情缘
王志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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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五个月，温暖如春天，万盛老年公寓欢迎您！
★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