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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友糜兄电话我，询问最近什么理财产品在保
本安全的前提下，有高一点利息？我向他介绍了几
款，糜兄说明天打算到银行去买。我说，何必舍近
求远，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也可以操作啊。糜兄听我
如此这番的介绍，表示试试。一小时后，他在电话中
沮丧地说，操作不了。我让糜兄带着手机到我家。
一番倒腾，果然不行。再仔细查看，原来糜兄的手
机内存只有 !"，根本就无法安装银行 #$$。糜兄
的这部手机是他儿子多年前淘汰下来的。%"手
机，应该是“出土文物”了。由于手机自带一些
&$$，又不得不装一些&$$，手机的内存就满了。所
以，这部手机不能拍照，不能打游戏，不能看新闻，
不能看视频，还经常无缘无故关机，基本上只能用
来打电话或者微信发点文字。糜兄连连点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足够大的舞台，

才能演出有声有色的活报剧，同样，有足够大的
手机内存，才能下载更多的 &$$，享受更多的精
彩，带来更多的方便。糜兄的这部手机属于聋子
的耳朵———摆设。我说：“你老兄不缺钱，将钱搬
来搬去，无非是想多生点利息，为什么不想到花
点钱用来改善自己的装备呢？”越来越强大的手
机功能将影响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带来的方便
和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我的手机内存现在是
'(!"，还觉得不够用。今年年底，要进入 )" 时
代，届时 )" 网络可以让手机能力变得不可想
象，使用成本也将大大降低。我们老年人也要跟
上时代，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糜兄说：“明天就去买手机，而且要买得好一
点！”

老年人也要跟上时代

! ! ! !时代在进步，旧的消费观念在变化，随着国
家经济不断发展，退休老人的待遇也在逐年改
善，生活质量相应“水涨船高”。但也发现，有些老
年人受旧观念的束缚，往往把富日子当穷日子
过，比如家里的旧家电一修再修，凑合着用，不舍
得买新的，但旧家电惹祸的悲剧时有发生，不容
忽视。

住在某老旧小区内的张大伯，他和老伴每月
退休金将近 *+++元，可家中一台烟道式燃气热
水器已用了 '+多年，近几个月来经常发现熄火、
冒黑烟和散发焦臭味等异常情况，洗澡时提心吊
胆，老伴虽多次催促张大伯去换台新的，但张大
伯为了省钱，不厌其烦请熟人来修，但治标不治
本，隐患依然存在。终于，那天晚上给颜色看了，
张大伯洗澡时，热水器突然发出巨响，接着火苗
蹿出，把塑料天花板烧成一个大窟窿，爆裂的碎
片还炸伤张大伯的一只眼睛，经医治仍留下视物
模糊不清后遗症。吃一堑，长一智，张大伯终于从
旧家电惹祸中惊醒过来了，这一次，他主动与老
伴商量，决定立即到银行取出一笔钱交给儿子，
嘱咐儿子代买一台最新式的热水器，并反复强
调：“要买质量好的名牌产品，安全性能靠得住。”

事实告诫我们，旧家电惹祸绝不是个别现
象，这与老年人的传统消费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老年人要了解和懂得家电的使用常识，任何家用
电器都有使用年限的，不要擅自违规超期“服
役”，避免引发火灾，威胁家庭和社会公共安全。

要保证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安全，积极倡导新
消费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从旧家电惹祸中惊醒

! ! ! !从年轻时，我就喜欢收藏。房子换大后，我常
到旧家具市场去踅摸，一旦看到有点年代的长条
桌、琴案、写字台、博古架、书柜，特别是那种印度
老红木做的，立马双眼放光，即使价格对我的钱
包压力蛮大，还是咬咬牙扛回家，顺便还捎带些
杂项老玩意儿。闲时瞧一瞧，摸一摸，盘一盘，沉
醉其间。

没想到女儿和我“翻毛腔”，她认为社会已进
入新时代，家居布置应该融入新时尚，老古董，老
气横秋，她不喜欢。“小棉袄”发声，我家老太也吼
我：“花大钱，买旧货，脑子坏脱了！”有阵子，我差
点带着这些宝贝去乡下买间草房，去过“采菊东
篱下”的独居生活。

时间一长，我感觉一人独乐、举家不欢的局面
不能再持续下去，有必要给妻女来一点“扫盲”。先
从老妻着手。寻觅和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陈从周
教授编撰的《中国厅堂》画册，一页一页引导妻子
欣赏，给她讲解老家具蕴含的历史典故和文化价
值。她的眼界渐开，惊喜地发现家中的收藏跟画册
里的东西有不少相似之处，边看边赞声不绝。

女儿也渐渐地从我们夫唱妇随的潜移默化
中明白，有品质的生活，不仅有时尚，还可以并应
该有传统文化的浸润。我趁热打铁，将家里几十
年前仅花几百元收藏的一册画谱及碑帖拍卖得
手 %+++元。女儿是学金融的，一点就通：老古董，
不仅有文化，有历史，还有价值，有升值空间，一
转身成了我的“合伙人”。

现在，每当家人回答亲友的关心说“我们想穿
了，伊白相得开心就好”时，我心里美滋滋的，
由衷地感慨：“她们也想穿了，这真好！”

范正青

! ! ! !当在网上付了 *,+元票款、翌日收到快递送
来两张《喜剧的忧伤》话剧票时，我的心情异常复
杂———终于把文化消费当成日常消费之一了！这
在以前可从没想过哟……

年逾花甲的我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过的文化
消费大概要数花五分、一角去公园游玩和看电影
了。那时能温饱已不错，哪还敢想去剧场看戏啊？

改革开放春风吹拂，我们的生活如开花的芝
麻，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向小康的路上奔跑时，精神
生活也拉升了我的欢乐度。除了旅游，一些高档娱
乐场所也有所涉猎，特别是文化娱乐，在与传统理
念博弈中逐渐占了上风。看戏、听音乐会不再认
为是有钱人的消遣了。我学生时代曾演出过情景
剧，故对话剧情有独钟。于是，这几年经常把零用
钱花在以观摩话剧为主兼听评弹和音乐会的开
支上，甚至还带动妻子一起参与文化消费。作为
勤俭持家出名的妻子，要她花几百元钱看一场戏
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在我的“循循善诱”下，渐渐
被“同化”，女儿也时常买票请我们去看话剧和演
唱会，与名人面对面、与歌星近距离，也使得她感
觉心情愉悦！粗略估算一下，近两年来每年用于
文化消费的支出约占生活费的百分之十。

其实，老年人如今吃穿富庶，倒是精神文化
方面似感拮据。说穿了，我们这点养老金即使积
攒起来大用场派不起，小用场不需要，还不如换
成精神食粮来抚慰自己，把宅在屋里的“做人家”
变成到艺术殿堂去“做客”！这样，既可给平淡生
活增添几分时尚情调，又让快乐融入文化的情
怀，使幸福更有温度、深度和高度，从而使晚
霞愈加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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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想穿点》，流传十分广泛。演唱者在
演唱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一共有13
点”，然后全场哄堂大笑。

想穿点具体到是否有13点，恐怕
没有定论。上期的五篇文章涵盖吃穿
玩等日常生活的“五个点”，这期的五
篇文章从另一个层面说说其他“五个

点”，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老年朋友要树
立新的消费观。

! ! ! !想得穿，是指凡事开明，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内心充满阳
光，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老人。

春节前，我们兄妹商量年夜饭怎么吃，母亲马上拿出 )+++元
给我弟弟说：“年夜饭钱我来付，侬去订饭店。”见我们都不肯收
钱。她恳切地说：“只要大家开心，这点钱算啥？只要我在，这个家
就在，我还是家长。”我们听了都感动地簇拥着她，深深感到母爱
的温暖。
母亲过去几十年一直过着苦日子。但她豁达，开朗，处处勤俭

节约，让一家六口吃饱穿暖。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她也与时俱
进，将家里不穿的旧衣都送人，买了心仪的时装打扮自己。她还经
常做些“善小”之事，让心里充满快乐。我弟每年约几位朋友带上
各家的老人外出旅游，母亲自带了零食，还另备几份送给同行的
老人，说“一人独吃不如大家分享”；邻居生病或急需用钱，她总是
第一个送钱上门，说“别人生病我更揪心”；居委会每次捐款帮困，
她一出手就是 -++元；每年春节走亲访友，她总会准备足够的红
包，有孩子叫她一声外婆，都送一个，勉励孩子好好学习；她总对
我们说：“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有余钱就多帮帮别人。”

那年冬天，一个远房亲戚见到我母亲，哭着说：“姆妈，快借我
.+++元，我囡生大病。”母亲心急如焚，马上掏出 )+++元。亲戚拿
了钱，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才知这亲戚是个惯骗。受到打击的
母亲却依旧平静地说：“没啥，就算是白送给他了，看他今后怎样
见我！”

有这样一个心态好，想得穿的母亲，是我们的福分，更是我们
全家的骄傲。

姆妈!侬真想得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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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单枪匹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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