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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池在 63 岁 的 张 迪

华身上，至少有两个

鲜明的标签：职业书

画家、作家。走近张

迪华，站在大家面前

的是一个潇洒的性情

中 人 ，或 者 说 ，他 的

一切成就缘于他对自

由生活的热爱——

笔者和老友们聊天，谈到“儿女如
何孝顺父母”这个话题，大多数老人说
儿女给他们买这买那，很是开心。也
有的老人对儿女的“给予”表示纠结，
有的嫌儿女买的东西贵，有的觉得儿
女请吃饭太费钱，有的不舍得让儿女
花钱出去旅游，有的把儿女给的零花
钱存起来，还有的把儿女给买的衣服
悄悄地退了。因此，为了让父母接受
这些“给予”，儿女们不得不找出各种
理由。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儿女买
了东西，父母欣然接受，儿女会很开
心。父母接受儿女的“给予”，其实是接
受儿女的一颗孝心，儿女会感到幸福。
儿女给父母买的东西，外在的是物品，
内在的是亲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接
受”也是一种爱，是一种对儿女的爱，就
像儿女接受父母的爱一样。

因此，老人不必固执，应学会怀着
愉快的心情，欣然接受儿女的“给予”，
从中分享儿女“给予”的快乐。如此一
来，父母和儿女之间建立良性互动，既
能增进父母和儿女的感情，又有利于家
庭和谐，何乐而不为呢？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也是一种爱

从社会底层干起的张迪华，在人到中
年，取得了常人看来的成功之后，他的心中
却总有几分惆怅：他渴望自由洒脱的生活。
真正梦想成真，开始他作为职业作家、书画
家的生涯，却是他50岁以后的事情。

张迪华在洛阳搬过9次家，想起每一
次搬家的情形，体会到生活在节节走高，
他都在感慨人生际遇之神奇。

这既是命运的馈赠，也是张迪华追

求自由的个性使然。他为人率真，天生
不喜欢条条框框的约束。他说，现在是
他人生最好的时间段，所有的时间都是
自己的，总有干不完的事情。灵感来了，
他不是在电脑上一气呵成写就一篇文
章，就是在宣纸上龙飞凤舞，不知不觉东
方既白。没有创作激情的时候，他索性
背着相机和写生夹到山里去，待上十天
半个月的，亲近山水，感受生活，创作活

力很快又回到他的身上。
张迪华告诉记者，他最欣赏朋友说

过的话：“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也要时刻准备
着。”随时准备着什么呢？张迪华说，人
到暮年，要准备着说不定哪一天会离去，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只要活一
天，就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能够让
一天虚度。

63岁 也可以玩一把心跳

步入花甲之年的张迪华，爱好一如
既往地广泛，拉二胡、吹笛子、打篮球也
是样样在行。他曾经在画室里开过一
次成功的家庭舞会，至今还有朋友嚷
嚷着要到他家开诗歌朗诵会。他会
玩，人也有亲和力，朋友们都喜欢和他
在一起。

潇洒而崇尚自由的个性，源自他依
然拥有年轻的心态。前几年，他带着夫
人去洛河游泳，因为玩心大，游得时间长
了，居然连衣服都弄丢了，最后，他不得
不穿着短裤回家。

47 岁之前，张迪华几乎没怎么走
出过河南。60岁前后，他开始带着妻子
游走四方：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在泰国，他和妻子敢从高处坐缆车俯冲下
来。 2010年9月，他们夫妻俩去澳大利
亚玩了20多天，每次乘飞机抵达一个城
市，就租一辆当地的汽车，要离开时将车
归还。张迪华家客厅地板上铺的一整张
牛皮，就是他从澳大利亚背回来的。

最惊心动魄的经历，是他们去年在
广州清远黄腾峡的一次漂流。此地号称
亚洲第一漂，具有危险性，按规定50岁

以上的人是不允许在那里漂流的，因疏
于管理，62岁的张迪华和他57岁的妻子
还是钻了一个空子，体验了一番心跳的
感觉。

今年5月，张迪华买了一辆车，开始
了自驾游。对他来说，只有想不到的地
方，没有走不到的地方：“我和夫人计划
开着车，把国内没走过的地方都走一
遍。”他天马行空的生活状态真羡煞了周
围的朋友。乐山乐水的张迪华，走到哪
儿都不会忘记带上相机、画笔，更重要的
是带上他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在行走中追求生命的本真

■这个时间段是人生最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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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孙儿在唤您，您可曾听见？
奶奶，家人为您共庆110周岁寿诞，虽

已过去大半年，却仿佛还在昨天。如今您
驾鹤西行，留给我无尽的思念。

听长辈们讲，奶奶您生于1902年农历
正月二十五，嵩县人，历经清末、民国、新中
国。您未满18岁嫁到李家，在那兵荒马乱
的年代，您白天种地，夜晚纺纱，历尽磨难，
养育着4个儿女。20世纪30年代，二伯被
抓壮丁上前线打日本；40年代末，您深明
大义，又送小叔参加解放军，奔赴剿匪前
线。

爷爷过早去世，让您独担起家庭重
担。那分艰辛，只有您和亲人能懂。有了
大孙子之后，为了让小儿子、儿媳安心工

作，您从老家来到洛阳，帮着料理家务。
奶奶，您乐善好施，勤俭持家，成了乡

亲们众口称赞的楷模。早年，咱家贫寒，
但对孤寡老人、逃荒要饭者，您总是慷慨
相助。您进城之后，乡亲们来城里，总会
到家里来看看。一次，我父亲对我母亲
讲：咱娘真会做饭，无论老家来的人多少，
咱的饭总是够吃。您笑而不语，其实，不
知多少次都是您忍饥挨饿，把饭分给了乡
亲们。

奶奶，您一生俭朴，身体力行。凡是自
己能做的事，您从来不麻烦别人。百岁之
后，您还常常自己搬着小木椅扶着扶手上
下三楼，自己打水洗脸洗脚。

奶奶，您虽然早年受尽磨难，但您晚年

很幸福，儿孙绕膝，每个人都捧出一颗孝
心。

奶奶，您是平凡的，也是知名的。
2002年 2月27日，《洛阳日报》在第一版
登载了您百岁寿诞庆典的报道。2011年
9月，《洛阳日报》、大河网、新华网等媒体

相继发布消息：“目前洛阳市年龄最长者
为王梅玲老人（109岁）。”

您走得是那样平静，那样安详，以至于
医护人员再三告知，才使我们相信，奶奶，您
真的离开了我们。

孙儿在唤您，奶奶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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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朋友，想来这
里展示你的特长、爱好吗？
想讲述你的亲情、友情、爱

情故事吗？
想晒一下老照片，追忆最难

忘的人生瞬间吗？
请 拨 打 记 者 电 话

15037947647，帮你实现
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