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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一年内，我惊奇地发现：在

我家周围有五家老人养生店

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这些店的外

面，往往有一两个小年轻，招揽过路的老

人，他们总是用一些同样的“套路”——

以免费测血压、按摩将老人拉进店内，然

后留住老人的手机号和家庭地址，定期举

办一些养生讲座，并在讲座最后推销一

些医用器械。而这些器械又多被夸大其

词——它们可以包治百病……

为什么我能了解得这么清楚呢？因为

我家里也有两位老人。而他们也参与了这

些活动，只是他们仍留有几分清醒，所以

才没上当。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老年

问题正日趋严重。在应是他们颐养天年的

时候，却面临着四面八方的“欺骗危机”与

“关怀空窗”。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主

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

首先，从老人自身来看，随着老人年

纪的增大，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随

之下降。对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科

技”，他们虽然憧憬，但对其一无所知。这

就让那些投机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假借

“新科技”的名义，用廉价无用的机器不

仅赚走老人不多的养老钱，而且还伤害了

老人的信任与真心。

其次，在这类经常发生的事件中，凸

显了“多回家看看”立法背后儿女尽孝严

重缺失这一问题。那些投机分子屡屡得

手的原因就在于老人缺少关爱，他们总是

以热情、耐心的形象出现，花时间和这些

空巢老人聊家常，话题多是关心他们的生

活与健康。时间久了，当老人对他们产生了

信任，他们就趁机推销药物、器材……而

本应对老人嘘寒问暖的子女却总是用工

作忙、没时间，来作为对老人身体、心理状

况缺少关心的托辞。甚至有些子女在老人

被骗后，不但不安慰老人，还反过来责骂

老人年老昏聩。

照顾一群老人就如浇灌一片花园，但

如果想要照顾所有的老人，其难度好比个

人试图浇灌一大片树林。树林需要雨水

才能滋润，而这需要完善的社保制度及强

大国家实力的支持。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十三五”规划中

的一个词“共享”，我想它指的不仅是现

代经济发展，应让个体和企业共享创业

机会，更应是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

果。而这其中更需要关注的是庞大而又弱

势的老人群体。而这种“共享”就体现在

子女、社会对老人一点一滴的照顾。

……

中国正在一步步朝更好的方向发

展，而这份发展是建立在这群老人辛勤努

力的成果之上的，如果没有他们一代人在

那个年代对国家的付出与坚守，那么中国

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与富强。如果因为他

们老了，就可以忽视他们，希望他们少用社

会资源，甚至把他们作为牟利的目标，那是

“忘本”！

孔子在《礼记》中曾写道：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是谓大同。而这种“大

同”社会正是我们国家追求的更高的文明

社会。

故，共享先从老人做起。因为，终有一

天我们都会老去，都会遭遇同样的处境。

点评：

作者能从为老人免费体检，从而达

到销售医疗保健仪器这件日常生活小事

入手，细致观察，认真思考其深层次的原

因，并从城市老龄化问题谈应“共享”社

会发展成果，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虽然稚

嫩，但实属可贵。相信只要作者怀有这份

对老人的关怀，对社会的体察，在她今后

的人生中也是会有所作为的。

点评教师：王飞红

如
果说群居是一种互相慰

藉的生活，那么独处才是

真正灵魂生活的开始。如周国平所

言：“人群聚集之处，只有凡人琐事，过

眼烟云，没有上帝和永恒。”在人群中

高谈阔论，只是引据和倾听他人纷杂

的观点；独处之时，才能进行自己的思

考，形成个人的独立思维。

圣比埃的话一语中的：“节制与

人交往会使我们心灵平静。”是的，在

独处之时，我们才将心从世俗琐事中

暂时脱离，使内心平静，与自己进行对

话，挖掘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享受着

精神的自由。朱自清月夜下漫步在那荷

塘边，也是受用着这独处的妙处。

马斯洛在他的五层需求理论中指

出，自我实现者的一个特点便是善于

独处。善于独处者，对世界有着有别

于常人的理解。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这样说着：“我

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

的伴侣。”善于独处之人，对自我有着

清晰认识，且拥有着独立人格，而非急

于在群体中找寻自我认同感，因为独处

使他们拥有着丰富的灵魂。

苏格拉底曾对着众人说：“未经

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在独处

中可以完成对自我的省察，公正客观

地评价自己，才能对自己有着清醒的

认识，不断完善自我，摒除个人的糟

粕，在独处中培养独立思考、独立行事

的能力，从而实现自我的超越。

自我实现者，便是善于独处之

人。他们在独处中，观照世界，观照

自我。他们将目光投向无限的时空之

中，从更深层次思考着自然和人生。他

们的心灵在独处中平静，他们的思想

在独处中深化，他们的灵魂在独处中

升华。“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

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

泊！”在独处中成就伟大的尼采如是

说。

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

做到绝对的独处。我们所需要的，是

在独处与群聚之间保持尽量客观的

距离。叔本华曾将社会人群比作一堆

火，明智的人在取暖的时候懂得与火

保持一段距离，而有些人太过靠近火

堆，后者在灼伤自己后，就一头扎进寒

冷的孤独之中，大声地抱怨那灼人的

火苗。即使身体无法完全自由，但我们

的灵魂却可以遗世独立，在相对的独

处中完成自我实现。

洛夫说，众荷喧哗。而我愿成为

最静、最温婉的那一朵，在舞曲和欢

笑声中，我思索人生；在安静和独处

中，我亦享受人生。

点评：

本文论点鲜明，不枝不蔓。文

题就亮出了作者的观点，进而围绕观

点，深入浅出地阐释、说理。论据典

型，论证有力。作者恰当地使用了理

论论据和事实论据，并且古今中外兼

备，充分、典型、有力，能够引起读者的

感情共鸣。文章的语言简洁明了，表意

清楚。同时，层次井然，脉络分明。  

点评教师：程立海

独善其身
上海交大附中嘉定分校 韩疏桐  指导教师：范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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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从老人开始
敬业中学 夏伊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