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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父母的艺术与责任
康龄中心宣传报道组

在当下的老龄化社会中，如何陪伴年

迈的父母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核心问题。

本周三的“老人茶室”特别活动，邀请到

了特别嘉宾丁宁，与大家一起探讨陪伴父

母的经验和体会。主持人张卫国教授带领

与会者们展开了一场充满温情与深度的分

享，探讨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给予老人有

效而有尊严的陪伴。

丁宁的陪伴之道：孝顺与顺从
丁宁的演讲围绕着如何高质量地陪伴

父母展开。她分享了自己在加拿大与父母

跨国生活之间进行平衡的经历，讲述了如

何通过悉心的照料、精神的支持和技术手

段，为远方的父母提供陪伴与关爱。她强

调了“孝顺”不仅是关心父母的生活需求，

更在于“顺从”父母的心意，不干涉他们

的独立生活，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

丁宁在演讲中提出，“孝容易，顺比

较难。”她认为，真正的孝顺不仅仅是物

质上的照顾，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与父母保

持同步，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她特别

提到自己在陪伴父母的过程中，会通过录

像回看自己的表现，反思自己是否在说话

或行为上存在急躁和越界的情况。这种反

思让她不断改进与父母相处的方式，更加

尊重父母的意愿，给他们更好的精神支持。

画作与漫画：记忆中的家
丁宁还分享了她将艺术融入陪伴中的

创意方法。她正在创作一本专门为老年人

设计的漫画书，简单的故事和大字体，结

合温暖的画面，让老人们在阅读中找到慰

藉和共鸣。她也用画笔记录家中那些看似

普通却充满故事的物品，通过这些画作，

保存与父母在老宅中共同度过的岁月。这

些物品包括煤气灶、餐桌、衣柜等，承载

了她与父母之间的许多美好记忆。

丁宁的这种记录方式深深打动了与会

者。通过这些画作，她不仅传递了对父母

生活的关怀，也唤起了每个家庭的集体记

忆。画作中的每一件物品都在述说生活中

的温情和细腻，是对父母岁月的尊重与纪

念。

多元文化下的孝道理解
作为长期生活在加拿大的移民，丁宁

特别提到中西方文化对老年人陪伴的不同

理解。她结合加拿大多元文化背景，谈到

了自己如何在其中找到平衡。在她的观察

中，西方的养老强调长者的独立与尊严，

而中国文化则更注重亲情的维系与支持。

她尝试将两者结合，不仅让父母保持独立

生活，还在精神上对他们的需求给予细致

的关怀。

专业培训与未来的行动
丁宁在演讲中还提到，她在 55 岁以

后，重新学习了护理、绘画和心理健康等

方面的技能，并获得了相应的执照。她希

望能把这些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家庭，帮助

中年人学习如何更好地照顾年迈的父母。

她计划通过书籍和公众号的方式分享她的

故事，并可能推出一些社区培训课程，将

护理的知识和技巧传递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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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机场可享受免费轮椅推送
胡向赤

我曾撰文，讲述疫情期间去新加坡儿

子家的事情，在谈到在香港转机时，有着

下面的一段文字：

我们去新加坡是乘坐 UO780 班机，

机型为空客 A320。

要在机场找登机口，首先要根据机场

航班公告牌，找到这个班机号所处的区域

编号，根据区域编号，再找到登机口就很

容易了。

本以为过了安检，走上几步就会到达

等候登机的大厅，接着再多走几步的路，

但不会走太久，就会到达登机口。

我在告示牌上查到到新加坡班机登机

口所在区域的编号，按着路标指引方向，

吃力的往前走。没想到，艰难地走了很长

时间，只见一个个路标指示道路转弯，却

始终不见路的尽头。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背着三十多斤

的背包，口干舌燥的徒步前行，还不知道

新冠病株在哪里会飞向自己的鼻孔。鼻孔

隔着口罩使劲的吸气，实在是喘不过气来。

这是多么“凄惨”的一幅场景

停下不走，飞机不等人；继续挪动步子，

身体真的濒临透支。

若不是新冠病毒作祟，这是何苦呢？

应该说，老伴身体素质比我好，她走

得不那么吃力。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走到一个向上的

有很长长度的扶梯跟前。上了这扶梯，到

达尽头，接着又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又是

一个向上去长度很长的扶梯。

这样经过连续向上的三个长长的扶梯

之后，也不知道脚下的路面高出地面多少

层、多少米，只觉得好像爬上了一座高山。

我们按指路路标的指引，又到了一个

往下行的长扶梯，随梯下去，终于到了登

机口。

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上了飞机，我们来

的还不算太晚，再稍微晚一点，有可能就

漏乘。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老年乘客和腿

脚不便的乘客，机场是有免费轮椅推送的。

假若我早知道有此待遇，就不用枉走一个

多小时的路，累个半死。

一
乘坐老年福利轮椅，是到了新加坡才

开始的。

在新加坡去公园游玩，儿媳到到游客

中心借来轮椅，儿子推着我游园，说轮椅

是免费使用。

这是我第一次坐轮椅，即使是儿子推

着，我也是觉得不自然。

第二次坐轮椅，是在外出旅游上游轮

的时候。

儿子、儿媳安排我们老两口乘坐游轮、

经马来西亚折返回新加坡的旅游。

我们到达候船大厅，由于去的早，需

要站立着等候检票登船。儿子知道我站久

了不行，就去服务中心要轮椅。

这次是由一位年老的服务员推着轮椅

来的，由他推着我上船。

把我们安排好，儿子放心的回家。

这位服务员大概是将近 60 来岁的老

汉，登船之前我坐在轮椅上由他推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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