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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乐活

家国记忆，尽在手机相册里
阅读提示

在手机相册中，年轻人存的大多是旅游、美食、恋人及自拍照，那么老年
朋友的呢？ 日前，有媒体做街采发现，许多老年人的手机相册像是一本记事
本，里面记载着时光变迁和家国记忆。

� � � �近日，有媒体以“手机相
册”为主题做了一次街采。 在
年轻人的手机相册中， 照片
都和旅游、美食、恋人和自拍
相关， 和家人的照片占比远
低于百分之一。 而在一位老
年受访者的手机相册里，存
放的全是家人的照片，“手机
64G 的内存，根本放不下”。

“从一个人的手机相册
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乎什么。 ”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吴洁说。 采访中，记者
发现， 许多老年人的手机相
册像是一本记事本， 里面记
载着时光变迁和家国记忆。

珍藏一张家人的老照片

在湖南邵阳 61 岁的胡雪
珍手机相册里，最珍贵的一张
照片是丈夫和儿子的合影。

照片拍摄于 29 年前。 当
时由于家境贫困，30 岁的胡雪
珍决心南下闯一闯。 放不下 5
岁的儿子，丈夫决定留守农村
老家。 过年时，胡雪珍一个人
留在工厂。 春节后，她给丈夫
写信：“我想看看你和儿子。 ”
丈夫收到信后，带着儿子去照
相馆拍了张合影，“看着照片
上的丈夫留着长发，儿子穿着
旧毛衣， 运动鞋还粘着泥，我
心头一酸， 在宿舍哭了一整
天”。 胡雪珍决心辞工回家陪
伴家人。 这张照片一直被胡雪
珍留在身边，2005 年搬家时，
照片差点被遗失，胡雪珍便把
照片翻拍进了手机，“它时刻
提醒我， 只要有家人陪伴，日
子再苦也是甜”。

万张照片记录十年恋情

手机相册对广东东莞长
安镇 63 岁的王益均而言，就
是一本恋爱日记。

王益均中年离异，2009
年在朋友介绍下， 他认识了
如今的老伴李爱群， 两个人
志趣相投，很快走到一起。 从
2009 年起， 王益均和老伴每
年都要出去旅游两次。 每到
一处景点， 王益均除了买水
打伞做好后勤， 还一心一意
当好专职摄影师，“她在一块
石头前就要摆七八个姿势，
我就变换角度给她拍”。 令王
益均印象最深刻的是，2013
年冬天去九寨沟旅游。 当时，
老伴执意要在湖边自拍，一
不小心把手机掉进了湖里。
王益均想都没想， 急忙跳进
冰冷的湖中捞手机。 老伴在
岸上气得直跳脚， 王益均却
傻笑着安慰：“里面都是你好
看的照片，舍不得。 ”

如今， 王益均的手机里
存了上万张妻子的照片，他

计划挑选一部分做成相册，“等
以后慢慢欣赏回味”。

每年都去天安门前拍照

每年去天安门前拍照这件
事， 北京 88 岁的温景恒已坚持
了几十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18 岁的
温景恒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美术
工艺系班长，带着全班参加了开
国大典，“当时眼泪流干了，嗓子
也喊哑了”。再后来，温景恒每年
都会在国庆期间和带着两位女
儿来到天安门广场，留下一张合
影。 让温景恒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上，迎接香
港回归倒计时还有六七个小时，
温景恒带着当时才 6 岁的外孙
搭乘朋友的汽车匆匆赶到天安
门广场，参加庆祝活动，“我比年
轻人还激动，整夜无眠”。

如今， 在温景恒的手机里，
有最近几年新拍的照片，也有翻
拍的当年老照片，“经常翻一翻，
当年的回忆就像倒带一样，可清
晰了”。 （王宇）

您的经世感言，我们来刊登 ，
欢迎投稿 。 来稿寄： 丽水市
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 704 办公室处州
晚报编辑部桑榆情版收；电子邮
箱：C215166610@163.com。

扫扫加入桑榆群
� � � � 处州晚报桑榆读者群已正
式成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将
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以
打造中老年人快乐生活的崭新
平台。 扫描二维码， 加入进来
吧，众多活动等您来。

� � � �你做一件事， 越做越喜欢，
那就越认真， 结果可想而知，这
件事很成功，也很有价值。 看待
一个人 ， 你带着欣赏的眼光去
看，你就会发现人家的身上有很
多优点，而这些优点也正是你身
上所期盼的东西，这对你的人生
息息相关，回过头来 ，静下心以
乐观的心态看自己，会更觉得自
己快乐与幸福，这些都是相信和
信心带来的力量。

（青田 金茂青 89 岁）

指望不上

老公出差了，我有个非常重
要的会要开， 儿子却发起烧来。
老妈只好一个人带着儿子去医
院……我匆忙赶到医院，见老妈
满头大汗，我赶紧扶老妈坐下休
息，一旁的护士见了，对老妈说：
“阿姨，您现在辛苦，以后外孙肯
定孝顺您！ ”老妈撇撇嘴说：“眼
珠子都指望不上，还指望眼眶子
……” （姜淑梅）

“家庭诗词大会”我赢了老伴
� � �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
梧叶已秋声。 ” 秋天刚一登
场，我和老伴酝酿已久的“迎
秋诗词会” 便在一个周六的
傍晚拉开了帷幕。 儿子把方
桌搬到院子里， 儿媳摆好椅
子， 孙女自告奋勇当起主持
人。 孙女用杂志卷成话筒，一
本正经地宣布规则：“今天的
参赛选手是奶奶和爷爷，观
众是爸爸和妈妈。 比赛由三
部分组成：1. 用天气说秋；2.
用院子里的一物说秋；3.用心
情说秋。 比赛开始， 女士优
先，欢迎奶奶上场！ ”

我穿着旗袍，迈着模特步

走到方桌后面，气定神闲地朗
诵：“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
落兮雁南归。 ”吟罢，孙女竖起
大拇指说：“奶奶，你今天太有
范了！ ”我冲她微笑着点点头，
继续说：“这出自汉代刘彻的
《秋风辞》，意思是秋风刮起白
云飞， 草木枯黄雁南归。 ”说
完，大家鼓掌。 老伴迫不及待
地指着夕阳朗诵：“微阳下乔
木，远色隐秋山。 ”然后看向观
众席，儿子马上说：“老爸真厉
害！ ”随后，老伴解释：“斜阳余
晖洒落高大树木，秋山上的落
日好似火烧。 ” 儿媳鼓掌说：

“这首诗以前没听过， 今天学

习了。 ”
第二轮，我指着院子里的落

叶说：“早秋惊落叶， 飘零似客
心。 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
老伴指着地上的草摇头晃脑：

“花门楼前见秋草， 岂能贫贱相
看老。”最后一轮，我朗诵：“今夜
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
这诗出自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
郎中》。”老伴马上吟出：“春花秋
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然而，
他却忘了这首诗的出处。 最后，
孙女高声宣布：“时间到，奶奶获
胜！”老伴甘拜下风，和大家一起
为我鼓掌。

（辽宁大连 赵建 51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