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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老年大学读书当

然是比较正规的学习途

径；参加指挥专业培训是提高自己指

挥水平的捷径；和文学爱好者融入在

一起，在群友的大家庭式的相处和交

流中，学习写作并有所提高，也是一种

学习方式；至于像喜欢朗诵，每天去公

园对着视频练习合诵以提高自己的

朗诵水平，是一种新的尝试。 另外，身

边的图书馆，是遨游于知

识海洋的宝库，是不少老

年人经常打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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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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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乔居至浦东联洋社区，每个月头，门口信箱里总

有一份内容丰富的社区报如约而至，一问才知，原来这份综

合生活服务报竟然是由本社区老支书和几位退休的教师、

报人编辑发行，从千禧年头始创至今。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均

作为志愿者，且依靠民间的自筹资金，为了节约办报成本，

工作场地还与他人单位共用。在纸媒略见式微的时代，五六

十岁到古稀高龄的编委们牺牲闲暇时间，以二十年如一日

的耕耘给居民提供了两百多期的月报，甘为无名英雄，这是

怎样的一种坚持！现在，这支以“70”“80”后白发人为主的团

队，正通过新一期报纸对外发布招募信息，呼吁社区热心年

轻者来薪火传承，也让团队更年轻化。

笔者观察身边刚退休的朋友后发现，在退休初期，很多

人会选择在老年大学报名学习养生、歌唱、字画等。看到社

区报的银发编委们言谈铿锵有力，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思

路不减当年，令人感佩，他们的身教言传如身边一所无形的

大学，教人不要把余生当作渐灭的尾声。不错，用学习填补

闲暇渐成大多数人的老年规划，这是种终身学习的生活方

式，也是上海文明和实力的体现。

另一方面，近年来，上海城市的软实力从遍布各个领域

的志愿者之广泛也可窥一斑，城市的老少志愿者们正随世

博会、花博会、进博会大舞台上的“小白菜”“小白鹭”“小叶

子”飞进家门口的大街小巷。

有志不在年高。看着报纸上的志愿者招募启事，我情

不自禁地报名加入，老年的规划里得加上一条———做一名

奉献爱心的“志愿者”。

有“志”不在年高

花园里的课堂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金色池塘文学

群”。熟悉情况的闺蜜眼红了：一个从未握过笔杆子

的退休阿姨，居然也成了“池塘”的成员！原来她也

喜欢读“池塘”成员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这些文章

接地气，说的都是普通市民想听的故事。我闻之窃

喜，下大了决心把“池塘”当学堂，跟着群里的老师

学起写作来。

记得第一次活动结束回到家，把一大摞费了数

十年心血装订好的剪报本捧出来，翻出一篇又一篇

文章，指着一个又一个此前从未见过面却十分熟悉

的名字一一送到老公面前，不无骄傲地说：这几位

老师现在都是我的群友。老公高兴地拱拱手说：期

盼夫人早日成才！

屈指数来，进“池塘”四年多了。在温暖的“池

塘”里戏水，老师们始终用爱心陪伴着我，让我从

怕动笔到想动笔，萌发了写作的冲动。我从中体会

到，“池塘”不是学堂胜似学堂。对我这样的新手，

老师们就连一个错别字的更正、一个标点符号的

书写都手把手地教。还有一个“绝招”：每发表一篇

文章，群主都要作者对照初稿“回头看”，这种细致

入微的“教学”方法，让我获益匪浅，我的处女作

《竹趣》终于在 2018年 4月初的新民晚报“夜光

杯”上发表了。看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印在报纸

上，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文章被收藏到剪报中，心

里的那股甜蜜感真是无以言表。

至今，在师友们关心下，我已经发表了十数篇

文章，有散文、有随笔、有议论文。在群师荟萃的“池

塘”这个大学堂里，我恭恭敬敬地拜师学艺，不但学

会了写作，还学到了做人的道理，真是三生有幸！

李文娟

不是学堂，胜似学堂
娄惠静

林筱瑾

让心灵安静的地方

    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前馆长、著名作家博尔赫

斯曾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如果有天堂，那

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幸运的是，以我家为圆心的

500米半径以内，竟然有两家图书馆。

往左 400多米是杨浦区图书馆。该馆已经有

几十年的历史了，图书馆的年代越久就越有沧桑

感。这里的二楼是现代文学资料馆，里面丰富的藏

书对喜欢老上海历史的我简直就是一笔巨大的宝

库。我家往右几十米是街道图书馆，规模不大，却

有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有几十份报刊供阅读。街道

图书馆和区馆的书可以通借通还。一次到街道图

书馆借某书，已经被借出，通过网上调阅说区馆

有，我立马赶到那里，果然借到了。

现在的图书馆面经常举办各种讲座，邀请作

家、专家、学者讲课，我听过高博文、马尚龙的《评

弹大上海》，参加了草婴文学讲座、苏联文学欣赏、

欧洲文学欣赏，并且很荣幸和嘉宾合影。上海外国

语大学郑体武教授讲授《俄罗斯诗歌掠影》，我报

名参加区馆“当一回主持人”的活动，结果还真的

主持了这次讲座，过了一把主持人的瘾。

2016年，著名翻译家薛范老师到区馆举办

“苏联电影音乐名家欣赏”讲座。这年，是国人家喻

户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 60周年。在现场

我演唱了这首歌曲，尽管我五音不全，但是用这种

方式向经典苏联电影歌曲表示致敬。20年前我买到

薛范签名的《苏联歌曲珍品集》，这次讲座特地将书

带来，请薛范老师二度签名，也算圆了我的梦。

我是图书馆的常客，因为这里是遨游知识的

海洋，是让心灵安静的地方！

“指挥”学指挥

    我爱唱歌，一退休就参加了小区合唱队，因为

认识曲谱上的“哆来咪”，不久被推举当了合唱队

的“指挥”。其实那时的我充其量只会打个拍子，根

本不懂啥叫指挥。恰好此时区文艺指导中心为培

训社区文艺骨干来我们街道办“音乐培训班”，老

师都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其中就有指挥课。“音乐

学院”开到了家门口，我好兴奋，立刻报了名。

这次培训，让我大开眼界，合唱指挥只是简单

地打打拍子吗？非也。指挥是合唱团的灵魂，要指

挥好一首歌曲，事前有很多案头工作要做。首先要

知晓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要理解词曲作者的创

作意图，再结合自己团队的特点，作二度加工。指

挥要背谱，唯有让曲谱烂熟于心，方能通过自己丰

富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驾驭整个团队，精准地

演绎歌曲的内涵，才会打动听众。

指挥课老师以《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为

范本，先给我们讲了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然后边

读谱边给我们划重点，哪里是“气口”，哪里要略作

停顿，还有快慢强弱、切分音、逻辑重音等，都须通

过手势来传递给合唱团员。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

起拍、收拍，告诉我们这首歌的开头是歌颂黄河两

岸的美景，手势要抒情柔美；中间是控诉日寇暴

行，手势要沉重；结尾则要缓慢，在欲哭无泪的悲

痛中收拍……

几堂指挥课学下来，我的收获满满。或许是在

考核中的表现不错，结业典礼上我还被老师点名

上台作了汇报表演。回到合唱队，伙伴们都说我的

指挥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更让人高兴的是，一

年后我们小区合唱队在街道合唱比赛中捧

回了一个三等奖。

郑清心

郑自华

    阿蔡近期心情倍儿好，一清早在小区花园里，

将手机安在落地支架上，眼睛盯着手机，嘴里不停

地嘀咕，还时不时地摇头晃脑。问他咋这么开心，他

说，在某个视频软件里遇见了好老师，不但能欣赏

老师们诵读诗歌散文，而且可以和老师一起合诵。

阿蔡读小学时，语文老师人长得清丽，声音也

特甜美。语文老师声情并茂诵读课文，总让阿蔡沉

迷于其中。渐渐地，阿蔡爱上了诵读，自学了朗诵的

技巧。工作后，单位的年会上，上台慷慨激昂地表演

诗朗诵一首，引来满场喝彩，颇有成就感。

退休后，他在家也时常诵读，总觉得少了点共

鸣。直到前段时间，刷某视频软件时，无意刷到诵读

视频，和视频中的老师一起合诵，那种久违的感觉

又回来了。视频中每个文学作品，画面代入感强，背

景音乐优美，文、音、画浑然一体。诵读形式多样，可

以聆听老师诵读，可以和老师你一句我一句地合

诵，也可以按屏幕提示自己独诵。

视频文学作品内容，有古诗体、近代诗、现代

诗，有名家散文和随笔。视频还教你如何理解作品，

讲述诵读技巧，教你如何掌握诵读中的重音、停顿

和语调。

阿蔡每天清晨在小区花园锻炼好身体后，就开

始对着手机上课了，他用丰富的情感、抑扬顿挫的

声音，把视频作品表演成有声语言。每次诵读，不仅

熏陶了自己，还感染了花园里的老伙伴们。有时老

伙伴们也会一起加入诵读的行列中。他们常常开展

文学作品的探讨、诵读技巧的切磋。

小区花园里多了一个诵读角，朗朗的诵读声多

了，家长里短的议论少了，大家一起欢乐地续

谱夕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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