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治通鉴》中有这么
一句话：取之有度，用之有
节，则常足。简而言之，征
取有限度，使用有节制，财
富就经常充足。

节俭是美德。可很多
老人的节俭，也是一把“双
刃剑”——是一种变相的浪
费，甚至有损健康。家里有
几千块钱的衣物，但老人一

年只穿一次，说舍不得，宁
可让衣服发霉被虫蛀，却只
穿二十年前的旧衣服；明明
家里有一堆好鞋子，但看到
二十块钱的打折鞋，还是冲
上去买买买；发霉的食材切
掉霉点接着吃，这些不新鲜
的食物早已流失了大部分

营养，若继续食用还可能导
致肝中毒；有些老人对餐具
的态度是“没坏就不换”，筷
子砧板一用就是很多年。
然而，这些物件久不更换易
滋生大量的霉菌，无形中增
加患病风险……

治病的花销往往是健

康饮食的数倍。因此，降低
患病风险才是最大的节俭。

节俭和浪费、健康并不
对立，只要取舍有度完全可以
兼顾。这个世界，有守旧的老
人，也有跟随潮流的老人，还
有一边接受变革，一边保持传
统的老人，无论哪一种选择，
都是自己的主观意愿，只要老
人快乐健康就好！ 周颖

过度节俭，谨防“变相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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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
尊重理解就好

看了东北一家去海南过
年的故事，让人对两位极简型
父母的做法感慨不已。生活
中“老年式节约”故事遍地都
是。无论是有用的还是没用
的，老年人总舍不得“扔”，他
们的第一做法就是先留着，指
不定哪天就能用得着。这让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塑
料袋理论”——不管是什么袋
子统统攒起来放进柜子里，当
有一天不知道用什么去装一
个东西时，就把那柜子打开，
总有一个袋子适合。

“塑料袋理论”最初是
鼓励年轻人多学习，抓住时
机积攒自己的“塑料袋”，不
知道哪一天这些“塑料袋”
就能派上用场。这个塑料
袋可能是某一项技能，也可
能是学历、机会和运气。从
这个理论谈开去，老年人爱
节俭，爱攒东西，就是想着
早晚有一天这些攒着的东
西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作用
和惊喜。从贫困年代走来
的老一辈人，他们的生活从
一开始就与“节俭”密不可
分。这是时代的烙印，更是
生活的经验。尊重，是我们
最好的礼赞。而从改革开
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有
微词，也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是攒东西，还是攒
本领，归根到底是对生活的
敬畏、对未来的准备，是提前
谋划，是未雨绸缪。具体到两
代人如何在尊重与理解之间
做好平衡，东北李红刚的做法
是“笑一笑，很可爱”；青岛王
胜堂则是接纳了家人的建
议，得到了“花式成长”；还有
如周君这样的年轻人则是帮
着老人做好归纳整理……无
论哪一种，多攒点解决矛盾
的“塑料袋”，总有一个能派
上用场！

37岁的周君自从生了孩
子后，一家三口就跟父母住一
起，为的是照顾孩子方便。父
母不仅照顾他们一家三口，还
常常倒贴钱。说起这些，她感
恩不已，“冰箱里总是满满的
各种蔬菜和蛋奶”。说起父母
的节约，她虽然欢喜又无奈，
但已学会和父母和解。

“他们用洗衣机洗衣
服，总是手洗了再放进洗衣

机，等要脱水时，就赶紧暂
停，然后把水舀出来，冲厕
所。但有时不如马桶自动
冲水冲得干净，还有异味。”
此外，周君的母亲还攒了一
大堆塑料袋，说攒着是为了
当垃圾袋。“去菜市场买菜
都会附送塑料袋，光这些拿
回来的都用不完，就更没必

要攒了。还有买酸奶赠送
的吸管、厨房里不用的滤水
盆堆得到处都是。”周君有
时也想直接扔了，但又不
敢，“怕我妈跟我急眼”！

周君深知父母心疼他
们，怕他们太累，在帮助下
一代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
一生的节俭习惯。“只是我

们 这 一 辈 不 会 这 般 过 日
子。我现在习惯了去配合
他们，他们都这个年纪了没
必要去要求他们改变什么，
而且本身节俭也是对的。”
如今周君更多会想父母所
想，也把洗衣服最后一轮的
干净水盛出来备用冲厕所；
买来专门收纳用的神器装
塑料袋；把多余的厨房用品
归类整理……

理解型女儿的“讨爸妈高兴”

两代人化解“节约之争”：新春里的一场“双向奔赴”

青岛市北区、79岁的王
胜堂秉承了上一代勤俭节约
的优良品质。牙膏用完了，一
剪两半，继续用管子里的剩
余部分；孙辈的书包拉锁坏
了，正要扔，王胜堂去市场买
了一根同色的拉锁，拆下旧
的，缝上新的后，果然还能继
续使用；家里的餐椅用得久
了，四条腿松得厉害，王胜堂
就找来边角料“钉钉杠杠”一
阵，餐椅再次稳稳当当……
类似这样的“节约行为”对王
胜堂而言就是生活的一部
分，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但在这个春节，他的“节约”
招来了家人的“反对”。

是破烂，还是废物利用？

“家里一大堆的‘破烂’，
各种不用的布料、木头、包装
袋……搞得乱七八糟的。家

里就像个‘厂房’。大过年
的，必须得拾掇拾掇了。”放
假回家的外孙女对此颇有微
词。女儿夹在中间也感为
难，“我理解我爸，这是他的
爱好。但我也理解孩子，谁
不喜欢把房间收拾得整洁
干净。王胜堂的这些“破
烂”，有些是备用的材料，有
些是已经制作完成的“家
具”。“虽然款式比不上商场
里的，但很实用。”王胜堂指
着一个双层货柜告诉记者。
然而就是这个货柜，前几天

成了他扔也不是，不扔也不
是的“烫手山芋”。“像这样的
柜子，随便一个家具店都有
卖的，也就一二百块钱。为
啥非得自己‘做’啊？”外孙女
看着这个“中用不中看”的柜
子，嘴上嘟囔但不敢直说。
王胜堂想的是，家里缺个储
物柜，自己又有这个手艺，木
料也有，何不动手做？这不
是废物利用吗？

一块废料、一块桌布，
让“破烂”变美物

王胜堂知道了家人的
态度后，就琢磨着怎么继续

“废物利用”，在不丢弃已经
做好的货柜的前提下，改头
换面，让家人接受。

女儿女婿前几天正商

量，想给家里添置一个新的
餐桌。王胜堂存的“破烂”
里，有一张废旧的桌板，他
便试着把这个桌板的一边
搭建在货柜上，另一边则用
废 旧 的 木 头 做 了 两 个 桌
腿。又找出了一块不用的
桌布铺上。这样一来，既有
了新餐桌，又靠桌布遮挡了
粗笨的货柜（如图），一举两
得 。“我爸这次的创意很
棒！虽然比不上专业家具
厂做的，但真的很实用，铺
上桌布，也还美观。”女儿看
到改良后的货柜与餐桌，给
老父亲点了个大大的赞！

得到了家人的肯定后，王
胜堂的心情也舒爽了很多。

“看来除了实用还须美观。”王
胜堂的“节约行为”经过这一
次家人的“批评”后得到了大大
的“成长”，最后皆大欢喜。

节约型父亲的“花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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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近日，东北的李红刚带父母去三亚过年，租的别墅5万元一个月，两个月累计花了20多万，然而离开三亚
回东北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父母太节约，做的花卷回锅蒸了16次，敲起来已经梆梆响都舍不得丢掉；
回程时，全家17个包裹，老人啥都不舍得扔，扫把和簸箕都用胶带捆着绑身上要带走，预约的车装不下，导致
飞机没赶上；损失了几千元手续费后，一家人被迫从海口坐火车回东北……

习惯节俭、爱攒物品，是老年人的一大特点。这个新春佳节，在阖家团圆的喜庆氛围里，上演了许多因
着“节俭”而引发的家长里短故事……

1.“春捂秋冻”，
所谓“春捂“是指哪
个节气之后。
答：雨水
2.准备前来。
（打一节气名）
答：冬至
3.惊蛰习俗吃

什么？
答：吃梨
4. 重阳节在哪

个节气时期？
答：寒露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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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便民民信息信息
联系电话

0532-82933068

转让
●转让纯毛

地毯两个、皮大
衣，均全新。电
话：18866229517

● 转 让 拔
罐器40元；炒锅
40元；饮水机10
元；折叠餐桌20
元；9 成新凉席
40元；全新保温
壶 40 元；8 成新
电饭锅25元，均
全 新 。 电 话 ：
13370886272

● 转 让 小
提琴、火锅、电
饭煲、制氧机、
海燕半导体收
音 机 。 电 话 ：
18661974921

● 转 让 席
梦 思 床 垫 和
床 ， 电 话 ：
18054440119

● 转 让 全
新家用净水机；
按 摩 浴 缸 ，1.5
米×1.5 米。电
话：13905326565

●转让《中
国古典珍稀小
说》、《中国四大
名著》、《世界文
学名著》、《钢琴
名曲大全》、《书
法杂志》。电话：
15666792232

● 转 让 不
锈 钢 板 材 ，2
米 × 1 米 × 0.5
米，300元；全新
男士牛皮鞋，原
价 290 元，现价
200 元。电话：
13573868717
信息真实性由
提供者负责，请
读者慎重选择。

信息真实性由
提供者负责，请
读者慎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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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记者 王丽洁

灯 谜
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