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退休，与衰老无关，

不是一个终结， 更不是

生活的尾声。 退休后，他们不会因为

年龄大了就放弃学习新知，他们不但

自己学，还发挥特长，带着周围的人

一起发展爱好，与社会接轨。这一期，

有三位老人十年坚持“唱一台戏”，每

月去敬老院为老人们讲故事。也有人

退休后当起了“金牌导游”，带着身边

人一起书写一本快乐书。老人们重拾

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他们都说，要让

退休产生的孤独感、 空虚

感消失得无影无踪， 让晚

年生活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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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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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人伟今年 74岁，我与他认识十多年了。那时，我从事

社区工作，他退休不久，上门毛遂自荐，说乐意义务辅导居

民健身活动，还现场展示了他的绝活“拍毽子”。他拍毽子不

似人家踢毽子只用脚，他是手脚并用花式拍，从转体 360到

720度，从腿下跨越向上抛高毽子再从腿下跨越接住，看得

我们赞不绝口。我当即决定让文教人员召集居民跟着学。

第二天，我们还没上班，冯人伟已在门口等候。他带来

一大摞自己制作的拍板，是用废弃的牛奶外包装盒做成

的拍板，说是不用花钱还环保。他将拍板送给每个学员，

让大家跟着他学。在以后的全民健身日活动中，花式拍毽

子成为我们社区居民运动表演的特色。

最近，冯人伟在“社区大舞台，百姓秀风采”美罗家园

首届文化艺术节中，以绝活扯铃表演荣获大奖。其实，多年

来，他在各类市民体育健身类活动中荣获的奖项非常多，

但他更自豪的是自己带出的团队获的奖。他说，让市民跟

着自己欢乐“嗨”起来，才是自己绝技绝活的价值所在。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高潮迭起，冯人伟又将自己的绝活

“扯铃”传教给大家，这一教就是十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他

说，花式拍毽子和扯铃道具简便，易入门且动作漂亮，更能吸

引市民参与。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不少区县的精神

文明办邀请他担任市民健身运动教练；一些教育部门将他的

健身运动制作成视频，供中小学校作为体育课的辅导资料。

长期注重体育锻炼，冯人伟的身体柔韧性很好，能做多

种高难度动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多岁，他说，最开

心的，还是能在退休后，带着身边的人，一起享受丰硕成果。

我带大家“嗨”起来

把自己写成快乐书

    袁忠传八十有三，姚星也年近七十，这两位老师

和我年龄相加，有二百多岁。我们三个老人，每月去

敬老院当志愿者讲故事，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

记得第一次去敬老院，老人们的热烈掌声让我

既感动又激动，一口气讲了三个故事。一位白发苍苍

的宋奶奶坐在最前排，她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时

而微笑、时而点头。结束时，她还竖起大拇指热情地

走上前来，我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奶奶，今天的故

事好听吗？”不料，宋奶奶却遗憾地告诉我：“老师，你

讲啥我听不见，今天因为太激动了，下楼时我忘戴助

听器了，真是可惜，你以后一定要多来来噢。”原来，

老人用表情为我讲了一个无声的故事，鼓励一个人

是多么重要啊。望着她那充满期待的目光，我不由得

心头一热，便暗下定决心，这件事情要坚持做下去。

没想到，袁忠传老师听了我的感受后，当即表

示：“我也想发挥一下余热，下个月我跟你一起去。”

同样，此事也感动了姚星老师，她又加入了我们。从

此，在做志愿者的公益路上，我们三个人行走了十

年。其间，袁老师膝盖骨折，因为心中牵挂着老人，只

休养了一个月就坚持去讲故事了；姚老师腰腿疼痛，

也轻易不肯缺席，戴着腰托上台。所有的坚持不为别

的，就是因为老人们喜欢。

为了能讲好生动有趣的故事，我们会留意每期

《故事会》和《上海故事》的内容，选定故事后再做精

心准备。有时，为了紧跟形势，还得自己创作，老人们

的笑声和掌声，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奖赏。如果，哪天

我们住进敬老院了，也希望有人会来给我们讲故事。

十年来，正是老人们的热情，让我克服了惰性，

积累了故事，收获了幸福。同时，也为自己的晚年生

活，增加了新的内涵、增添了一抹亮色。

这就是我们仨的再出发故事。

周成树

老人为老人讲故事
张红玉

成 功

重拾最初的梦想

    从小，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很强，虽然这项

技能在职场荒废了三十几年，但功底依然在。一

个偶然机会，我到华东师大老年大学执教语言艺

术班，面对着一群同样渴望人生再出发的老年学

生，我从最简单的字词单句到诗歌散文，从最基

础的读音纠正到语调把握，让这些抱着老有所乐

而来的学生们每周在一起读出一种乐趣，诵出一

种自信。有些学生一辈子都没上过舞台，他们参

加学校会演后激动万分，都说这人生的第一次是

到老年才开始的。

因为疫情，学校停课，大家很焦急，天天询

问何时能开学？怎么才能让学生们闲家不闲情

呢？我想到了隔空联读。从 2020 年 2 月开始，

我组织大家在家用手机录音后上传，请人做后期

合成。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我们不断有抗疫新

作诞生。疫情常态化后，我决心自己学后期制

作。掌握了这项技能，我可以带着老年学生们走

得更远，飞得更高。

通过不断隔空练习，大家的朗读水平明显提

高。我对每个人上传的录音都逐字逐句认真纠

正，退回再录，录完再上传，来回四五次是家常

便饭。声音传递给我的是每一个人微小的改变、

点滴的进步。不久，华东师大老年大学授权我创

办“华东师大老年大学朗读会”公众号，我再次“强

迫”自己去学习公众号制作的新技能。通过这个平

台，大家都有了展示的机会，劲头更足了。

现在，很多同学不光从朗读中找到了老年生

活中的一种快乐体验，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我这里

学到了很多教学之外的东西，在夕阳晚霞中，我和

我的老年学生们，一起开启人生新航程。离开职场

后，一切归零，重拾最初的自己，带领着身边同龄

人一起人生再出发，这是我认为最积极最有意义

的老年生活模式。

做公益增色更添彩

    人生“奔七”路上再出发，坚持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的那群人，让我心生佩服。我的朋友

王文明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基于“授人以

渔”的出发点，每年筹集一大批书籍，赠予边

远山区农村的孩子。他总说，看见孩子们翻阅

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籍，满怀好奇与渴望地阅读

这些书时，他会感受到老有所爱、老有所为和

人生再出发的美好情怀。

我们曾有点不理解他的做法，问他，你已经

在自己的专业艺术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就，为什么

还要付出这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做公益？其实

这样做，缘于初心驱动力。年少时，他曾遭遇家

庭变故的苦难，是很多爱心人士的无私资助和授

艺，才使他得以成长成才。

“六一”前夕，王文明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

志愿者一起，为贵阳市的一批小学赠送书籍和玩

具，这些课外读物内容涉及科幻小说、历史故事、

中华礼仪等，学生们爱不释手；他也曾参与由上海

市作协主办的赠书活动，带着近万册盈满爱心的

书籍，来到永州市汇源瑶族乡中心小学，赠给留守

学生；去年底，他参与了由著名作家叶辛领衔的贵

州艺术院校“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他赠书一万册。

每次赠书，他会把运输等环节也想周到，把公益做

彻底，真正惠及到想帮助的人。他的那句“做公

益，就是为晚年生活增色添彩，也是自己另

一个领域的再出发”让我感动。

林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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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爱好旅游当业余导游，到如今退休，成了一名

专职旅游工作者，被誉为“万里游侠”“金牌导游”，又

是老年大学讲师，旅游文化沙龙会长，还出版了五本

著作，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人生再出发，一片快乐新

天地。

我原本在一家生产闹钟的国企任职，上世纪 80

年代后，国企困顿，钟表式微，知天命年纪的我，毅然

改行做了导游。俗语讲：隔行如隔山。我每天面对的

不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闹钟零件，而是来自社会不

同文化、层次，性格不同、兴趣各异的游客，上至部

长、区长，下至工人、农民、小商小贩，跟以前的行业

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半百年纪，转身难说华丽，

面对困难和挑战，唯有艰辛。

在“转身再出发”的路上，我也遇到过不少“难

题”。一次，一位女游客在宾馆用餐后不适，上吐下

泻。我一边安慰病人，一边马上与领队一起把她送到

医院。我楼上楼下跑着挂号、找医生、打电话联系，忙

得大汗淋漓。等病人病情稳定后，我又找宾馆交涉。

旅游结束后，她还给我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

如今，我在三所区级老年大学担任旅游文化班

的老师，努力把快乐传递给更多老人。2019年夏天，

我带了近百位老人，走大漠西游之路，饱览祖国河山。

旅游，是向外读书，浏览山川江河；读书，是向内

旅游，撷取精神食粮。当读书遇上旅游，才能真正分

享人生感悟。70多岁的我，著书立说、演讲授课，带

着朋友们一起看世界，真实地生活着，逐渐地把自己

也写成一本快乐的书，朋友们读懂了我，我也读

懂了人生再出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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