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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粤梅 51岁

父亲是一位古秤收藏爱好者，
他的收藏历史已有十多年， 收集
的各式古秤也有几十杆了。

杆秤， 由秤杆、 秤钩、 秤砣
组成 。 秤杆头上的两个纽绳一
个叫头纽 ， 另一 个便 是 二 纽 。
秤杆正背内侧都嵌有银色秤星 ，
用头纽称物要看背上的星 ， 用
二纽称物则要看内侧的星 。 父
亲收藏的古秤 ， 秤杆有象牙的 、
动物骨骼的 、 铁的 、 铜的 、 红
木的 、 普通木的 ； 收藏的最大
的古秤秤高 2.84 米 ， 秤砣重 30
斤 ， 能称量的最 大数额是 650
斤 ； 收藏的最小 的 迷 你 小 秤 ，
有细如发丝的秤盘线 ， 巴掌大
小的秤盘以及两根牙签加起来
那样又细又长的秤杆。

父亲爱好古秤收藏， 源于一
次给我奶奶去中药店抓药。 那天，
当他走进古色古香的中药铺， 看
到抓药师傅正用一杆小小的戥子
秤称量药材时， 惊讶极了， 因为
在他看来， 那么精巧细致、 优雅

无比的物什， 本身就是一件上等
工艺品， 更何况它还有着称量东
西的用途。

那次， 父亲将那小小的戥子
秤看了又看， 摸了又摸， 喜爱无
比， 并表示要买下。 药店的学徒
对他说， 若真的想买的话， 可以
到专门卖小秤的地方去。

从此， 父亲开始对 “度量衡”
中的 “衡” 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并把业余时间越来越多地花在了
收藏老秤上。 他不仅知道了 “戥
秤” 是一种迷你小秤， 专门用来
称量金银药品等贵重物品， 最大
的单位是两， 并且还由此知道了
秦始皇的 “一法度衡石丈尺， 车
同轨， 书同文字”， 以及发明了秤
的经济学家范蠡。

在父亲收藏的古秤里， 有杆
清代的古秤， 体积较小， 分量也
轻， 被盛装在一个精雕细琢的琴
形木盒里， 它的秤杆由象牙做成，
只有 0.5 厘米的直径， 长度也才
有几十厘米， 不过它的秤砣、 秤

盘是全铜的， 非常精巧。 有一天，
父亲给我介绍这杆古秤时说， 这
种带有琴形木盒的秤叫司马秤 ，
父亲边说还边念了一句民间谚语：
“司马秤， 司马砣， 好老公， 好老
婆。” 司马秤是古秤中很珍贵的一
种， 主要用来称黄金、 药材等贵
重物品。

父亲对古秤收藏的喜爱一日
甚似一日， 有次出国， 他从国外
带回来一个全部用铁制作的、 有
着斑驳锈迹的 “洋古秤”， 这把铁
制的古秤因为年代远久， 甚至连
秤杆上的准星也模糊不清了。 父
亲从国外回来后， 他的口中丝毫
没有国外的趣事、 见闻等， 说出
来的话， 也全都是和古秤有关的
知识。

现在， 他收藏的那些古秤已
成为他每日面对的老朋友， 每当
听到有新的古秤流出， 父亲必定
会和藏友多方打探， 争取将新的
古秤收入囊中。

广西 钟声

收藏古秤
老爸的朋友刘叔叔来家里做客，

两个人聊得很投机。 刘叔叔对老爸说：
“你现在的脾气改了不少， 看来是修炼
到家了。” 老爸微笑着说： “是的。 我
呢， 现在是怎么开心怎么过， 不较真，
不较劲， 活得轻松喽！” 刘叔饶有兴致
地听完， 好奇地问 ： “你怎么做到
的？” 老爸慢条斯理地答： “不争不
抢， 不气不恼， 不管不问。” 还别说，
老爸总结得这几点还真到位。 这几个
“不”， 可以算是老爸的 “养生经” 啦。

不争不抢， 是老爸一贯的作风。
我家村东的庄稼地与邻村的赵家相
邻， 而这个赵家每年都会 “侵占” 我
家的一点 “地盘”， 几年下来， 我家
被 “侵占” 的土地已经很明显了， 别
人都替老爸不平， 老爸则笑说： “都
是中国的土地， 寸土必争啥劲儿！ 随
他去吧。” 回到家， 我称赞说： “爸，
您的境界真高！” 老爸说： “赵家一
辈子斤斤计较， 日子过得不过是中下
等。 他们好争好斗， 人缘差， 日子能
过好吗？” 我点点头， 暗自佩服老爸
的宽容和睿智。

不气不恼， 是老爸经历几番起落
后修炼出来的。 有一年夏天， 我家种
西瓜赔了钱， 老妈着急上火， 老爸也
郁闷了好一阵子， 后来他振作起来，
专心侍弄果园里的苹果， 到了秋天苹
果大丰收。 类似的事， 经历过几次
后， 老爸感慨： “人这辈子就这么回
事， 有得有失， 有起有落。” 后来再
遇到事， 老爸都能淡然以对。 他说：
“咱得学学做豆腐的。 豆腐做硬了卖
豆腐干， 做稀了卖豆花， 太稀了卖豆
浆……反正方法总比困难多。”

不管不问， 是表现在老爸对儿女
的态度上。 多年前， 老爸为我们几个
儿女操碎了心。 我们成家立业后， 他
依旧喜欢管东管西。 一次， 妹妹对老
爸说： “爸， 我们长大了， 很多事都
能自己处理了， 您以后少操点心行
吗 ？” 老爸反省后 ， 开始 “不管不
问”。 老爸的放手是明智的， 他省心
了， 也锻炼了我们的能力。 “不管不
问” 的老爸， 如今生活得悠闲自在。

因为拥有了 “不” 字经， 老爸拥
有了云淡风轻的晚年生活， 也活出了
一份人生境界。

河北 王国梁

摄影《赏菊》

据媒体报道， 11 月 12 日，
大连市高新区在龙王塘街道黄
泥川村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举行 “关爱老年人四小物品发放
仪式”。 工作人员将一副轻巧的
拐杖、 一个燃气报警器、 一张卫
生间防滑垫和一个夜间感应灯送
给了该区 4000 余位 80 岁以上的
老人手中。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 全
社会掀起了一股敬老爱老的热
潮。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看
望长者总要带些礼物 ， 送些礼
金、 米面油、 水果等都是不错的

选择。 但老人胃口较小， 加上有
的老人搭伙在社区食堂， 米面油
吃不完容易变质。 特别是在一些
节日里， 大家都提着水果去看望
老人， 他们一时间还真是很难
“消化” 这些礼物。

因此， 探望慰问老人送什么
东西好， 还是很有 “学问” 的。
从大连高新区给高龄老人送的礼
物看得出他们是花了一番心思
的， 这四件物品虽小， 却件件都
是老人需要的生活实用品。

当然 ， 大连高新区发放的
四小物品不是 “拍脑袋 ” 想出

来的 ， 而是经过详细调研 ， 广
泛听取老人意见后才决定的 。
其实， 采购和发放这四小物品，
远比发放现金和米面油来得复
杂， 但工作人员却情愿给自己
添麻烦 ， 也要给老人送去真正
需要的 “福利”。 小物品中见情
怀， 我们要为大连高新区工作
人员的细心 、 走心 、 创新和入
心的工作作风点赞 。 同时 ， 他
们全心全意为老服务的精神与
做法 ， 值得大家在年终岁末看
望老人时学习和借鉴。

上海 邓为民

老人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 怎样才
能让晚年生活过得有意义， 怎样才能保
持健康长寿呢？ 其实很简单， 关键是要
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 拥有 “六趣”。

情趣 良好的心态是健康的基础， 做
到精神饱满， 心境开朗， 顺其自然。 此
外， 还应把自己的余热和兴趣融入到稳
定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去。

乐趣 在社会大家庭中与周围的人相
处， 你会发现更多的生活乐趣。 许多老
人会琴棋书画， 结交新朋友， 参加体育
运动 ； 种花养鸟 、 垂钓收藏 ； 与孙辈 、
子女共享天伦之乐； 与老伴相处， 常交
流， 闲暇哼哼唱唱老调。 有了这种乐趣，
使生活更充实。

童趣 人老了， 也要保持童心、 保持
好奇心。 晚年时能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
便是一种健康的气质。

志趣 古今中外， 有许多老人在晚年
圆了年轻时的梦， 可谓 “大器晚成”。 这
种志趣， 有理想， 有追求， 充分发挥了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而脑勤、 手勤、 不
闲着的精神则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

谐趣 幽默是一门独特的艺术， 是生
活中的 “去忧剂”。 当你遇到烦恼或尴尬
时， 学会幽默与风趣， 平衡心理， 一笑
了之。 这样笑口常开的状态能益神健身，
心情舒畅。

俏趣 即老来俏， 有人误认为美容修
饰是年轻人的事， 人老了只要吃饱穿暖
就行 。 其实 ， 老年人追求美 、 讲究美 ，
有利于身心健康。 因为适当讲究穿衣打
扮能给老人生命带来活力， 从而产生一
种自我感觉： 我并不老， 还年轻。 这种
心情更有利于健康长寿。

重庆 段红梅

老爸的“不”字养生经

添晚

慰问老人有“学问” 小物品中见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