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节
给自己一颗“不老丹”

又到重阳。这是一个倡导尊老、
敬老、孝老、助老的节日，更是一个思
考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的节日。

让老人活得精彩，不只靠孝顺的
子女，更靠老人自己。会生活的老人，
懂得给自己一颗“不老丹”——童心。

人的年龄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
之别。在生活中，很多老人“身”未老，

“心”已衰：有的老人常把年龄放在心
上，哀叹“人生苦短，来日无多”，不断
暗示自己老了；有的老人觉得，老就该
有个老的样子，于是深居简出，不苟言
笑；有的老人害怕过年、过生日，总觉
得风烛残年，一旦生病就惶惶不可终
日；有的老人认为年纪一大把了，生活
不必那么讲究，于是衣着邋遢，不修边
幅……这些老人的晚年往往粗粝而不
细腻。也有的老人尽管脸上皱纹堆
积，须发皆白，但有一颗天真烂漫的童
心，活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晚年。

林语堂说：“优雅地老去，也不失
为一种美感。”其实，谁不想优雅地老
去呢？可如何优雅？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理解。事实上，优雅地老去，就是忘
记年龄，保持童心。

保持童心才能活出精彩。斜戴一
顶深蓝色贝雷帽，叼一支咖啡色烟斗，
国画大师黄永玉似乎永远是时尚小老
头的样子，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仍像个
孩子，活得快乐而洒脱。

保持童心，才能活出快乐。百岁老
人喻育之，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一次，他问幼儿园的孩子：“你几岁了？”
孩子们回答五岁或六岁，他一本正经地
说：“我才四岁，是你们的弟弟。”“心理
年轻人快乐”，是他的养生之谈。

保持童心，才能活出诗意。南宋
诗人陆游乐观豁达，有一颗童心。80
岁时，写出了“八十可怜心尚孩，看山
看水不知回”“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
群儿竹马戏”这样富有童心、童趣、童
真的诗句，把晚年活成了一首诗。

人生易老，但别惧老。岁月的刻
刀，总会在每个人的脸上刻下抹不去
的痕迹。既然人都会老去，不妨尽量
忘掉自己的年龄，去老有所为，多感受

“夕阳无限好”的快乐，少发出“只是近
黄昏”的叹息，保持一颗“不老心”，每
天过得开心些，就能“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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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第44届世界技
能大赛19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首都阿布扎比落下帷幕，平均年
龄不到21岁的52名中国“年轻工
匠”共获得15枚金牌、7枚银牌、8
枚铜牌和12个优胜奖，中国队位
列金牌榜首位，创造了历史最佳
成绩。来自中建五局长沙建筑工
程学校集训基地的梁智滨凭借砌
筑的“高颜值”墙，以69.89分的好
成绩为中国队捧回世界技能大赛
砌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10 月
21日本报A13版、10月24日《潇
湘晨报》）

砌墙“砌”出世界冠军！这个
够新鲜、够夺目。

世界 技 能 大 赛 已 经 举 办 了
44 届 ，其 竞 技 水 平 代 表 着 世 界
职业技能领域的最高水平。不
夸 张 地 说 ，这 枚 金 牌 不 仅 见 证
了 一 位“ 大 国 工 匠 ”的 崛 起 ，也
将“垒起”砌筑业技术发展的新
高地。

在比赛中，梁智滨要在22个小
时内砌出 3 面墙，比赛要求一方面
要读懂图纸，不仅尺寸要量好，误
差不能超过 1 毫米，同时墙上的图
案要逼真；另一方面，砌的墙垂直
度要准确，墙的“颜值”越高，分数
就越高。

练就这手绝活儿，离不开专注
和坚持，这也是成为“大国工匠”的
必备素质。

工匠在我国历史上曾有很高
的社会地位，在古人眼里，再多的
财富也有失去的时候，掌握一门手
艺，可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无
忧，《增广贤文》说，“良田百顷，不
如薄艺在身”。

出于这种朴素的认知，那时
的老百姓愿意学手艺。为打造

“金饭碗”，工匠世代以祖师爷为
师 ，将 一 门 手 艺 锻 造 得 炉 火 纯
青 ，无 形 中 衍 生 出 了“ 工 匠 精
神”，那时的职业标杆，如木工之
于鲁班、建桥之于李春、解牛之
于“庖丁”等。

“砌墙金牌”和体育竞技金牌
的含金量一样令人瞩目、尊重，世
界砌墙冠军势必进一步促进“工
匠精神”的弘扬，激发更多人追
求精湛技艺技能的热情。确实，
生活的舒适度与满意度，离不开梁
智滨等工匠的技能支撑。

■洛浦听风

砌墙拿世界冠军
靠的是“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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