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姨们的实力

采访的那天，大家都戴着口罩，但

从眉眼间溢出的笑意中，我能感到这群

平均年龄 75岁的“老小孩”发自内心地

热爱生活。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合唱队

成立仅一年时，大家就在甘泉路街道市

民歌咏比赛中，以一曲《爱我中华》荣膺

二等奖。说起这些，队员们不约而同地

说起了合唱队里阿姨们的功劳。

队长江玉梅是位退休教师，一直帮

忙照看外孙女的她，其实很想拥有属于

自己的晚年生活。外孙女上幼儿园那

年，正值银铃合唱队成立，爱唱歌的她，

马上报名参加。由于她性格开朗，乐意

为大家做事，被推选为队长。江玉梅戏

称自己是个“多功能备胎”，合唱队没有

专业辅导老师时，她就带大家起音；没

有指挥，她尝试挥动双臂；弹琴老师“断

档”了，她上手弹起练习曲……

江玉梅策划的活动也很有意思。合

唱队成立 10周年时，他们做了“猜猜这

是谁”的小游戏。屏幕上，主持人晒出队

员们少年时的照片让大家猜。猜对了，

一片赞美；猜错了，一阵哄笑。江玉梅动

情地说：“阿拉年轻时都是帅哥靓妹。如

今，尽管大家的脸上烙上了岁月之纹，

但美妙的歌声超越了青葱的岁月。”

“清晨我漫步在美丽的甘泉，看那绿

树成荫连成片……”这首《美丽的甘泉》

的词也是江玉梅创作的，被合唱队填在

“天路”的乐曲中。大家唱得激越高昂，

在街道举办的歌咏比赛中，他们一举荣

获最佳表演奖。

说起这些奖，还不得不提陆锡芳阿

姨的钢琴伴奏。今年 80岁的陆锡芳从

小学钢琴，童子功扎实。幼年的她，最大

的愿望就是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成为钢

琴演奏家。然而因为各种原因，她只能

把对钢琴和音乐的爱藏在心底。退休赋

闲在家后，她又买了钢琴圆了儿时的

梦。前些年，陆锡芳的丈夫因病去世，她

伤心悲痛，在合唱队员的关心下，独居的

她融入了温暖的群体，用琴声为自己、也

为队员们带来欢乐。如今，经常有队员

和居民向陆阿姨求教钢琴弹奏技法，她

总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地传授辅导。

阿姨们的付出，让合唱队在各类比

赛中崭露头角，在社区歌咏比赛中先后

荣获两次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以及最佳

表演奖、优秀奖等诸多荣誉。

阿姨们是有实力的，她们成就了合

唱队员们金色的晚年生活。

爷叔们的才艺

雪白的衬衫、深色的长裤，配上绛红

色的领结，爷叔们一上台，给人的第一印

象就是饱满的精气神。目前，合唱队 45位

队员中，有 16位爷叔。退休前，这些爷叔

有的是单位领导，有的是高级工程师，还

有好几位转业、复员军人。回到社区后，他

们带着一颗平常心融入社区。爷叔们的才

艺可谓“须眉不让巾帼”。

我好奇地问大家，社区的团队活动，

爷叔一般是不太热衷的，你们为何如此

兴致勃勃？大家笑道：“‘军功章’里有阿

姨们的一半。”队长江玉梅带头鼓动自家

的爷叔加入合唱队；退休前曾是单位领

导的沙爷叔，也是被自家阿姨拽进合唱

队的。而在合唱队年龄属于“小弟弟”的

陈定龙说，女儿有了孩子后，他曾离队三

年，完成“任务”后，奈何不了江队长几次

三番的游说，又重返了合唱队。

合唱队不仅提升队员的唱歌技艺，

也历练了队员的自信。郎建国是个热心

肠。但他的歌声有时“荒腔走板”，大家为

他鼓劲打气，指导他如何放松表情，以肢

体动作配合歌声，陪他一遍遍地练习，唱

着唱着，郎爷叔的歌声越来越有“腔调”

了，偶尔也客串一把声部的领唱。

也有爷叔，热衷为合唱队寻觅人才。

姚炳忠就是被邻居闵长松物色鼓动进合

唱队的。姚炳忠五六岁时就被爸爸带到剧

场听沪剧，受过潇洒飘逸、舒展流畅、音色

甜润的沪剧唱腔熏陶的他，偶尔也能模仿

沪剧名家王盘声、邵滨孙，像模像样地唱上

一段。参军时，他曾当过文艺宣传队员，京

剧、相声、快板也都能来上一段。加入合唱

队的姚爷叔，一亮嗓门就赢得了满堂彩。

爷叔们的才艺，仿佛合唱队里的新

鲜血液，让每次活动都充满着惊喜。

“小字辈”的参与

虽说合唱队员的平均年龄达到了 75

岁，但大家都有颗年轻的心。他们曾在离

小区不远的同济广场，自编自导自演了一

场“我和我的祖国”歌舞“快闪”，庆祝党的

生日。欢乐的舞蹈、嘹亮的歌声中，大家

身着艳丽多彩的盛装舞动着五星红旗，

引得行人驻足。大家兴奋地说，“快闪”真

过瘾，这也是才艺展示的好形式。

说起这场“快闪”，离不开团队里的

几位“小字辈”队员的策划。曾经在大学

工作的钱红，朗诵功底扎实。每次合唱比

赛中，她都担任领颂，为了节目更加出

彩，她总是先自己在家中反复练习，字字

斟酌，排练时再带领队员一字一字“抠”，

力求每个字都发音准确。

在社区，文艺团队之间一直秉持“有

活动，一起上”的团结合作精神。外出演

出时，舞蹈队以行云流水的舞姿为合唱

队伴舞，“走秀队”以时尚斑斓的服饰为

合唱队“撑场”。每次排演载歌载舞的节

目，舞蹈队的孙来敏先在网上搜索相关

的舞蹈，下载后自己先研习一招一式，然

后悉心辅导其他队员，并请对舞蹈服饰

颇有造诣的张玉兰选择与舞蹈内容相匹

配的服饰。几位五六十岁的“年轻人”成

了团队的“灵魂人物”。

每当合唱队取得好成绩时，队员们还

由衷地感谢他们眼中的“小姑娘”袁麟。小

袁几乎每天上午 7：30就到活动现场。舞

蹈队、腰鼓队、戏曲队、服装走秀队等都是

她关心的对象。小袁的妈妈和外公是越剧

票友和沪剧爱好者，她从小耳濡目染，也

能说出点门道，也因此与合唱队员有了更

多的交流和默契。活动时，她常给大家拍

照、拍视频，为老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因为疫情，今年春节以来，队员们很

少有机会在一起排练，但大家感觉从未分

开。有队员写了“抗疫诗歌”，发在微信群

与大家分享；有队员学唱了一首新歌，在

群里为大家演唱；视频里相互问候、同声

放歌同样过瘾。合唱队员们隔空欣赏，情

感是贴近的。人在家里，歌声不绝如缕，飘

出户外。

“老来伴”的自治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今年 16岁

的银铃合唱队，一直实行着自我管理。大

家相互关心，老来一起作伴的理念温暖着

这个团队。独居老人陈阿姨，患了腿疾需

要住院手术，保姆都回乡了，怎么办？手足

无措的她向江队长求援，本应“宅家”的江

队长，顾不上自己，上门嘘寒问暖，直至

为其落实了亲戚来照料才放心。陈阿姨

出院后，江队长再次与队员上门探望。

团队活动免不了产生费用，比如打

印歌词、置办演出道具，端午、中秋、春节

等中国传统节日的联欢活动等。于是，每

位队员每年收费 50元，请顾松华和殷梅

琴两位队员专人管理账目，即使队长需

要费用，也须经过他俩同意，坚持做好费

用明细表，向队员汇报具体用途。

合唱队自治管理形成的良好氛围，

有的队员虽然搬家了依然心向往之。张

爷叔搬家到了顾村，依然坚持每周四来

参加合唱，后来，他新住地的居民发现他

歌唱得好，还有乐理知识造诣，竭力鼓动

他就近参与团队活动，张爷叔又“变身”

顾村社区的志愿者；秦阿姨的家搬到江

桥，她割舍不了对合唱队的眷恋，每周四

风雨无阻地来参加活动……

队员们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

代，退休后参加合唱队，提升了晚年的幸

福指数。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

年，最近，合唱队已开始筹备一台经典歌

曲连唱节目，他们要歌唱祖国歌唱党，表

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这样一群老人，他
们一路歌唱，一路欢乐，弹
指一挥间，已经唱过了16
个年头，他们相伴一起慢
慢变老，他们就是“银铃合
唱队”的队员们。东泉苑小
区居民自发成立的这支合
唱队，满足了不少独居、空
巢老人的精神需求。“银
铃”音同“银龄”，大家都说：
“银铃般的歌唱，让银龄生
活变得更幸福了。”如今，
不少队员也从“年轻老人”
迈入了耄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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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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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底，合唱队举办歌唱祖国快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