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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退休后，似乎比上班的时候更忙了。每天早上除了
雷打不动地去舞蹈队，下午还要去社区义务帮着清理小区里
的卫生。到了晚上，也没闲着，手把手地教同她一样退休的
阿姨们学十字绣。对于她所做的这一切，我认为都是没事找
事。放着轻闲的日子不过，非要把自己搞得如此忙碌。

见我不解，母亲笑着说：“生命在于运动，我要是停了下
来，什么病啊痛啊的都会找上来，到时苦了的不光是我自己，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也就在那天，母亲对我聊起了她一
个小姐妹的退休生活。

母亲的这个小姐妹，以前在单位里是一名管理人员，退
休后，心理上的落差太大，让她难以承受。退休后的那段日
子，她整天的唉声叹气，时间久了，就连她的家人也被她说烦
了，家里时常爆发战争。

后来一场大病，让她意识到，人要学着调整心态，病好
后，她加入到了社区里的武术队，每天和一群老年朋友一起
练武术，聊家常，病痛基本上很少再有。

事后她对母亲说，这退了休，还真不能让自己闲下来。
一闲下来，便会胡思乱想。

老了别闲着，是母亲时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我现在非
常地支持母亲能够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忙着跳舞，忙着做
做家务，忙着和其她的老姐妹们一起绣绣花，织织毛衣，在忙
碌中感觉到生活的快乐。

老了别闲着
朱 凌

“人啊！在苦难时，应该一不
怕苦，二不怕活，三要向前跑！”正
是抱着鼓励后人积极向上改良人
生的初衷，85 岁的姜志敏仍每日
笔耕不辍，编著出版了《人应该是
这样的——骚离》系列丛书，并完
成了 180 余万字的理家教子美文
剪辑系列丛书的初稿。自1995年
退休至今，姜老已编著25本书千
余万字。

4 月 13 日，捧着最新编著的
《人生格言》、《成功决言》等五本
共计150 余万字的《骚离》系列丛
书。姜志敏津津有味地讲起了自
己写作时的心路历程，以及自己
独特的学习方法和育人哲学。

改变姜志敏人生轨迹的是年
少时的一次阅读，屈原《橘颂》中的
一句“橘生淮北则为枳”触动了少
年的心。“我那时还在读初中，当时
就立下决心要打破这一千古定论，
终身立志事橘。”1962年，土生土长
的山东海阳人姜志敏为了研究“南
橘北移”，选择扎根邵阳，这一呆就
是半个多世纪。期间他发明了“柑

橘矮化与北移栽培方法”，并获两
项国家专利。这一成果获得了

“中国爱迪生杯金奖”、“国家科技
进步奖”，也因此荣获“全国职工
自学成才奖”、“对人类有突出贡
献的生物学家金奖”。

“离骚是逃离忧愁，骚离是赶
跑忧愁。”姜志敏坦言，他写《骚
离》的目的，就是通过介绍自己历
经磨难总结出的人生经验，让后
人学会处理苦难，活得更好。

在理家教子系列丛书中，姜
志敏又在《自学读书指南》中分享
了自己独创的“木匠”写作法。“我
觉得我的写作就跟木匠做工一
样，我脑海中储备的知识就像是
一根根原木，前期思考和整理的
过程就如木匠劈开原木，待原木
变成大小和形状不一的木材后，
我 再 用 它 做 成 各 式 各 样 的 家
具。” 姜志敏介绍，他的写作方
法跟别人有很大区别，并不是某
一段时间就专门写一本书，而是
先备好素材，再把最合适的素材
用到最贴切的作品当中，所以他

同时会写好几本不同类别的书。
“如果为了一本书去专门找

相 关 资 料 ，那 就 太 浪 费 时 间
了。” 姜志敏老人告诉记者，家
里有很多藏书，他根据自己阅读
的时间将书籍按照时间的先后摆
放好。“我看书不是死记硬背，而
是在需要用到的时候能找到它。”

姜老的三个儿女如今都事业
有成，孙辈中更是有两个在国外
攻读博士学位，为把教育后代的
心得分享给人们，他先后创作了9
本教育指南，每本20余万字。“这
九部作品是我和妻子在报刊杂志
上收集资料，并结合五十多年的

育儿经验写成的。” 姜老感言，
儿童教育的关键时期就是 5 到 6
岁的启蒙阶段，这个时期就要给
孩子灌输“把学习当成爱好，而不
是负担”的思想。

“我的做法就是自己坚持阅
读，家里的各个角落都摆着书，小
孩子一看大人们都在看书，就会
在潜移默化中爱上阅读。” 姜老
坦言，他写作这些教育指南不是
为了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改变
家长的教育方式。“家长是原件，
孩子只是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出
了问题，那就要从原件当中去找
原因。”

耄耋老人笔耕不辍
童中涵

4月13日，市老年大学有关人员来到武冈
市老年大学考察交流。武冈市老年大学陈校
长介绍了他参加全国示范性老年大学的授牌
仪式盛况。

武冈市老年大学2004年创办，于2009通过
省示范校的评估，2016年通过国家的评估，今年
3月正式捧回全国示范性老年大学的牌子，该校
今年开设26个班级，有学员1600多人。

陈校长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创办全国示范校
的情况：一是武冈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武

冈市委市政府在开发区繁华地带划拨20亩地用
于修建老年大学，使老年大学有了独立的门
院。同时加大硬件建设；修建新的教学楼和其
他办学用房，硬化、绿化校园，学校成为花园式的
老年教育场地。二是管理规范。学校聘请三位
多年从事教育且师范科班出身的退休教育工作
人员管理学校，一切按正规学校教育管理。在
教学方法、教师管理、质量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师
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很正规。教学论文发表于各
类报刊达二十多篇，在评估时，还专门加了分。

日常管理、教学次序也有章可循。三是专业设
置切合老年同志需要。从老同志喜爱的书画、
乐器、中医按摩、养生到智能手机使用等专业都
是依据老年同志喜欢和需要设置的，专业的生
命力比较强。四是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根据老
年教育的特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首先从社会
上聘请专业水平高的专家、教育战线的德高望
重的老教师、学者、专家前来任教。其次，自己学
校培养有能力、懂老年教育特点、有文化基础的
老学员担任教师。 （黄冈岩 刘其富）

武冈老年大学获评“全国示范老年大学”

年逾六旬的陈娥英退休前是
市区某高中的老师，在讲台上一
站就是几十年，退休后她找到了
一个新乐子，那就是和姐妹们一
起去跳广场舞。

“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散步
到步月桥附近，和大家一起跳广
场舞。”陈娥英介绍，每天都坚持
跳一个小时。

退休后，陈娥英去了深圳，帮
女儿带小孩。“女儿女婿除了周末

外，平常白天都是忙得见不到人，
自己在家很无聊。”一次偶然的机
会，陈娥英看到了小区里有很多
人在跳广场舞，很是欢快，她便加
入到这一队伍中去。

每天跟着大家一起跳，记动
作、跟节奏，平日里还买了一些光
盘，或者是上网学习，跟着视频
跳，陈娥英拿出了当年啃教案时
的热情，将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

“扣”到最好。动作越来越标准，

舞姿越来越优美，陈娥英变成了
领舞之一。同时，她在异地也认
识了很多新朋友。

2015年前后，外孙送到了全日
制学校，陈娥英也越发思念家乡，便
和女儿商量好，回到了邵阳。

回到邵阳后，家住邵水河畔
的陈娥英每天晚上都会和老伴
一起出去沿河散步，路过步月桥
附近时，她都会遇到许多跳广场
舞的团队。看着她们翩翩起舞，

陈娥英也按耐不住，马上加入到
广场舞大军中。“除了刮风下雨
的天气，基本每天都过来，现在
也养成了习惯，不来受不了。”陈
娥英表示。

自己爱跳广场舞，同时，广场舞
队伍也在日渐扩大，再也不仅仅是
一些大妈，还多了很多四十多岁的
新面孔，有时，一些男同胞也会加入
进来，这让陈娥英很高兴。“全民都
跳广场舞，说的就是这样。”

退休教师练就快乐舞者
罗玉莹

人到了晚年，有个字很重要，就是“耐”。
首先，耐冷。人一退休，冷的不仅是气候，

更是生活。退休前，有大把的人围着你转；退
休后，与原来的单位渐行渐远，门庭自然冷落
了。有的老人，人退了，心不退，原单位里有啥
事，总爱掺一脚。结果，反倒惹人嫌弃，结果非
但没有“热”起来，反倒更冷了。

这冷，还来自于家庭。退休之前，儿女们
从呱呱落地，渐渐长大成人。这一路上，离不
开父母的关怀。可儿女们终究有羽翼丰满的
一天，难以时时刻刻留在父母身边。儿女们一
旦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总难免与父母
有些疏离。结果，工作与生活，一下子都冷清
下来。

守住平常心，耐得住冷落，这是安度晚年
的前提。工作与儿女，都渐渐远去，这是难以
改变的事实。笑看云卷云舒，不强求，不自怜
自叹，耐得住冷清的同时，尽力发掘生活中的
兴趣和爱好，填补空白，这才是安度晚年的应
有之道。

其次，还得耐烦。
烦，这是很多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概括。

这烦，来自于各方各面。有身体原因，人有了
岁数，老年病不请自来，三天两头腰酸腿痛；儿
女们都成了家，经济上与人情上，烦恼也常常
接踵而至。诸如此类，种种烦恼，不一而足。

此时，就得学会自我调适。要适应自己的
身体，积极锻炼的同时，也得调整好心态，面对
人在步入晚年后，不可避免出现身体素质下滑
的情况，泰然处之；至于儿女们，儿孙自有儿孙
福，放开手，让儿女们在机遇与挑战中，学会自
我成长。

人活一世，如影随形的，就有“烦”这个
字。不管哪个年龄段，要想彻底摆脱烦恼，无
异于痴人说梦。于是，耐得住烦，也就成了精
彩晚年的必修课之一。

学会了“耐”，何愁人生夕阳不美好？

夕阳之“耐”
郭华悦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春光的召唤
下，老妈和她的文友们去了美丽的扬州和最美
古村落——西递、宏村。老妈这回着实疯玩了
一回。

一个多月前，当文友们决定此次旅行时，
老妈还是犹豫不定的。她身体毛病多，用她自
己的话说，“事儿比较多”，因此这些年她总是
独自一人背包远游。对参加集体出游，她还是
有些发“怵”，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去。她说：“还
是要挑战一下自己，有困难想办法克服。”于是
她立马报名，开始了各种准备，终于如期随着
那个意气风发的大部队出发了。

照片发来了。瘦西湖清波荡漾，杨柳低
垂，老妈和她的姐妹们面带微笑，那笑容文静
而矜持。但两天后，她们渐渐进入了状态，开
始疯玩起来。在宏村“半月塘”边，她们身披纱
巾，做妩媚动人状，老妈甚至高高舞起彩色丝
巾，好似舞出一片七彩的天空。在那个徽派明
清建筑的幽深巷道里，老妈漫步遐思，颇有“文
青”范儿的她，又好似一个从几百年前走来的
女子。

照片上，漫山遍野的翠竹和一汪碧绿的湖
水，老妈坐在栏杆上，举起双臂，笑得自信又得
意。那高举的双臂分明就是一个大写的“v”
字，是胜利，是自信。

我最喜爱那张开满油菜花的照片。大片
大片黄灿灿的油菜花里，老妈身着黑毛衣，头
戴红帽沿的太阳帽，那么热烈地去拥抱那大片
的花儿，漂亮极了。她不仅是拥抱那些美丽的
花儿，她是在拥抱无限美好的未来。

老妈乐呵呵地回家了。谈起此行，她兴奋
地说：“收获太大了，赏了美景，长了见识，交了
新朋友……”我关切地问她的身体，她说：“好
得很，一点事没有。”

老妈好多年没这么疯玩过，我也没见过这么
浪漫的照片。“疯玩”还在发酵，精彩还在后头。

老妈回来后，状态大为改变。她在网上和
此次同行的文友聊读书，聊写作，说自己视野
更开阔了；她读书、写字，比以前更忙了。某
日，我忽然收到她的一组照片，真吓我一跳，这
哪是我妈，这分明是我“姐”。她发型时尚，化
了淡妆，身着黑色紧身衣，时而对着一枝红玫
瑰低眉含笑；时而头裹橘红色丝巾，回眸一笑
……我正诧异着，老妈打来电话，还未听见她
说话，先传来咯咯笑声，她说：“妈妈以后要以
更开放的心态生活，要把日子过得精致一些。”

看来，老妈是要将“疯玩”进行到底了。

老妈爱上“疯玩”
聂 红

姜志敏正在翻阅他最新编著的《人应该是这样的——骚离》。童中涵 摄

跟着舞起来 侯建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