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的我有了充裕的时间，但岁月也在体能上留下

了印记。与年轻人“打卡式”的旅行不同，老人更倾向于

用从容的节奏去感受世界。

这次英伦之旅特意避开了红眼航班，行程安排也留

出了充足的休息时间。在斯特拉特福的自由活动日，同

行的年轻人脚步匆匆地穿梭于商业街，而我则选择前往

莎士比亚故居博物馆。莎翁是我年轻时崇拜的偶像。出

发前孩子贴心地帮我下载了翻译软件，让我在国外展馆

参观时更加方便和顺畅。

展馆内莎翁儿时的日常生活用品，使我身临其境般

感受莎士比亚童年的生活。我沿着舒缓的参观路线前

行，只见一面墙上挂着长长的四排铜币，我驻足凝视，通

过翻译软件我了解到每一个硕大的圆形“铜币”都表现莎

士比亚的一部戏剧。在一组展柜内由形态各异、大小不

一，多种材质雕刻而成的莎士比亚胸像，很是引人注目，

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独立展柜内的一座别开

生面的莎翁开裂的头像雕塑展品，这座木雕造型独特，莎

士比亚的头部被雕刻成类似打开的书本样式，寓意着他

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智慧内涵。雕像中莎翁手持一支羽毛

笔似在沉思，睿智的双眼凝视前方，我想雕像作者意在通

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向这位文学巨匠致敬。而给我的感

觉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大文豪，他仿佛正在酝酿

又一部传世戏剧作品。

离开展览馆时已暮色降临，带着歉意回到旅游大巴，

忙和已等候的游友打招呼。并说，我会将展览馆内拍的

所有照片分享给大家。这次文化探寻让我深刻体会到，

对于银发旅人而言，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才是老人观展的

最佳方式。

一座莎翁头像雕塑
赖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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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当银发遇见星辰
李 艳

在馆内做志愿者
巢文春编者按：

5月18日是世

界博物馆日。随着

全球老龄化，博物

馆逐渐成为老年人精神

生活的“第三空间”。越

来越多人走进博物馆，在

这里，他们不仅可以触摸

历史和天文地理，而且在

完成知识更新的同时，可

以让皱纹成为智慧的

年轮。

周 洋

玩转汽车博物馆

老爸老妈有五六年没来我这里了，很想趁着

他们假日来上海，带他们看些不一样的东西。碰

巧，去年刚好遇上一场热门的“无穹——中国 ·航

天沉浸艺术展”在航天博物馆展出，赶紧带他们奔

赴一场星际之约。

展厅里精心模拟了太空环境，东方红一号发

射、杨利伟航天员首飞等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通

过全息剧场展示，爸妈凑在跟前，目不转睛盯着屏

幕，当看到变化时，都激动地“哇”一声叫起来。

往前走，依次排开的12组高精复原的里程碑

航天器模型更是让爸妈惊叹无比，讲解员详细介

绍了航天器的构造、不同及背后的故事，还特别介

绍了如何区分航天器。爸妈跟随讲解员的介绍，

比照着航天器的相关部位，一点一点默默在心中

记下。在如此壮观的航天器面前，爸妈说：“我们

小时候羡慕美国登上了月球，而如今这一排航天

器正是我国航天发展的一步步伟大见证！”言语中

听到的都是自豪。

一座悬于空中1：10还原的空间站模型，更是

成为全场焦点，1：1等比复刻的月球车“玉兔”与

火星车“祝融”引得爸妈无比赞叹，讲解员告诉我

们，这是中国航天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在太空建

立的“家”，我们久久驻足，在仰头凝视中满是惊

叹，“没想到，这么小小的车竟然能完成如此伟大

的任务，真是太神奇了”。

更有意思的是，爸妈戴上VR设备，像孩子一

样一个一个领略八大行星的神奇风貌，妈妈更是

开心地手舞足蹈，“真好啊，我感觉自己就像置身

在宇宙之中一样”。看着爸妈专注的神情，时而惊

叹，时而微笑，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新奇的星

际之旅，更是爸妈儿时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旅游去了德清东衡村，惊喜地发现这里竟然

有赵孟頫纪念馆。

纪念馆面积两千平米。一楼是书画和书法，

二楼是赵孟頫的作品，纪念馆工作人员姚大姐告

诉我，这里展品都不是真迹，虽说是仿品，但是散

落在世界各地的赵孟頫书画都收齐了。有着“天

下第一伉俪艺术家”之誉的赵孟頫与管道昇，是元

代著名的艺术大家。两位旷世才人书、画、诗三

绝，因艺结缘，终成眷属。赵孟頫是中国艺术史上

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师，楷、行、草、篆、隶五体兼擅，

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竹石草木皆精，素有文词

高古、书画绝伦之誉。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

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一个月前在这里刚举办赵

孟頫诞辰770年的纪念活动，虽已一月有余，翰墨

之韵味依然在纪念馆飘香。

我去的这天，碰到上海来的几位书法爱好者

正在蘸墨挥毫，或楷，或隶，或行，或草，书法爱好

者用这种方法向赵孟頫致敬。我恰巧带了前不久

刚抄写的“心经”，姚大姐见字还工整，欲将“心经”

放在二楼的橱窗，和赵孟頫的字放在一起展览。

这让我又喜又惊。楷书四大家赵孟頫和欧阳询、

颜真卿、柳公权为我所敬仰，他们的字帖是我每日

必读必练的。才学了几年书法的我，这字放在馆

里岂不贻笑大方？不过能和赵老夫子在这里以这

种方式邂逅，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

出纪念馆转至路口，就看见一座高高耸立的

青灰色牌坊，近前仰望，牌坊上书“管赵千秋”四

字，遒劲有力。这里是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妇

的合葬墓，这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牌坊前，心里默默地和赵老夫子对话。

退休后，我就喜欢进博物馆、科技馆参观，拓

宽知识面，本着学习进取的初心，我成了上海科

技馆志愿者。通过培训，在“智慧之光”展区“比

试脑电波”岗位，做科普讲解员。“比试脑电波”的

特点是让两名体验者戴着电极带，集中注意力，

用意念推动小球向前。通过“比试”来测试体验

者的脑电波强弱之异。

那天，我接待一群老年人，他们因好奇心跃

跃欲试，我让他们二人一组比试，分坐桌子两头，

戴上电极带，摁下开关，游戏开始，只见桌子中间

的小黑球随着各自的脑电波强弱来回移动，小球

推至对方游戏结束。赢者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灿

然笑脸，我注意到其中有一对是夫妻，男的推着

轮椅，坐轮椅的女士那双眼神告诉我，她也想体

验，可推轮椅的男士悄悄地对我说，她患帕金森

不能玩。我看着女士兴奋的眼神，对男士说：你

俩比试一下，说不定她会赢你哦。夫妇俩，开始

了脑电波比试，随着各自脑电波瞬间波动，小球

来回推移，最终女士把小球推向了对面。顿时，

围观老人的眼神中都闪过惊讶！

获胜女士尤其激动，笑靥如花。我简单科普

了脑电波的相关知识，因脑电波瞬间运动有强弱

之分，通常在最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最强，容易

集中意念。反之，越紧张脑电波就会减弱，不易

专注。比如，这对夫妇比试时，女士反倒放松，而

男士可能因顾虑稍有紧张，脑电波瞬间的运动比

出了输赢。他们听着我的讲解频频点头，从中对

脑电波有了大概的了解，并在欢快的体验中获得

了知识。

志愿者，不仅是服务社会的奉献者，更是学

习进取传播知识的践行者。何乐而不为呢。

端端从小就对汽车感兴趣，上中学后眼界大

开，听同学炫耀去参观了日本名古屋的丰田汽车

博物馆，一回家就嚷嚷着非去不可。

爸爸很不耐烦地发话了：“我最近工作忙着

呢，哪有时间带你出国去玩。”端端倍感失望之

际，奶奶扶了扶眼镜说：“不必去日本。上海嘉定

就有超棒的汽车博物馆，奶奶带你去，保准比日

本的好！”

就在上个月，奶奶刚和老伙伴们去过上海汽

车博物馆，自告奋勇当起导游，精心设计三条观

展路线。第一站，美其名曰“历史探源之旅”。从

1886年的汽车鼻祖“奔驰一号”看起，再到风行于

上世纪20年代的福特T型车；1958年的第一辆国

产红旗牌轿车，再到现代科技赋能的概念车，逐

个展厅参观下来，端端眼睛瞪得像铜铃，好奇地

打量着这些老古董，不停地问这问那。奶奶顺势

开启第二条路线“对比研学之旅”，径直来到跑车

展厅，横向比较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等国际

知名跑车，还即兴出题考一考小孙子，没想到端

端记忆力超强，一时间对答如流。

答对题目有奖。奶奶宣布最后一站是“纪念

文创之旅”。在博物馆顶层文创厅，各式各样的

汽车文创让人挑花眼。奶奶大手一挥，奖励100

元采购基金。端端认真挑选，精美的汽车扑克送

给爸爸，自己选一款汽车造型的文具盒，绘有老

爷车图案的马克杯塞进奶奶怀里，奶奶喝茶的时

候就能想起今天的欢乐时光。

回家路上，端端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他

突然扭头问道：“奶奶，您年轻时开过这些车

吗？”奶奶哈哈大笑：“奶奶啊，开的是凤凰

牌自行车！”

郑自华

与赵孟頫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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