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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雷光明
实习生 谢周任

6月10日至21日，湖南省第六届京剧票
友艺术节在长沙举行，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
京剧爱好者云集星城，轮番登台献艺。我市
50多名京剧票友纷纷登台，将国粹演绎得淋
漓尽致，为全省的京剧票友们带来了一场国
粹京剧的艺术享受。

13日下午，我市京剧票友们进行了精彩
展演。《白帝城》、《遇皇后》、《望江亭》、《江
姐》等15个节目精彩纷呈，各种唱腔争奇斗
艳，一招一式尽显大家风范，一腔一调充满
湘派韵味，令在场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88
岁高龄的资深票友禹伯规宝刀未老，登台演
唱《白帝城》选段。他用宽厚圆润的嗓音，委
婉流畅的行腔，生动再现刘备兵败后驻白帝
城，于病榻前向丞相诸葛亮托孤而死的故
事，其表演细腻流畅，真切动人，凄惨中带有
激情，耐人寻味，引来全场一片叫好声。著
名老旦杨晓珊演唱了《遇皇后》、市老年大学
京剧班学员袁飞燕等演出折子戏《望江亭》

选段以及著名老生彭约翰的清唱，都深受观
众喜欢，充分展示了邵阳京剧人的风采。

2014 年 11 月 30 日，市京剧票友协会正
式成立。市京剧票友协会以市老年大学京
剧班学员为基础，齐聚各县市区京剧票友，
已有会员百余人。71 岁的黄江春是市老年
大学京剧班班长。他说，2011 年，为了弘扬
中华传统国粹，市老年大学决定成立约30人
的京剧班。为了带领学员们学好京剧，他定
期组织大家到城南公园和郊外开展课外活
动，并邀请专业老师伴奏。

黄江春说，作为国粹，京剧拥有一套完
整的表演体系和独特的声腔系统，讲究发
音吐字，严守格律，唱腔圆润柔美、抒情性
强，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巧妙和谐，其中
还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虽然京剧的学习难度很大，但是一旦学会就
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满足感，“倘若学会了，唱
上三五段自己钟爱的经典唱腔，唱得抑扬
顿挫、自我陶醉，甚至口干舌燥、声嘶力竭，
那都是痛快淋漓，特别满足地过把瘾！”黄
江春感慨道。

弘扬国粹快乐人生

6 月 16 日，市老年大学音乐十班
举行期末班会，当班会的组织策划者
徐志铭走到台中央时，同学们自发鼓
起了掌。

徐志铭，现年73岁，原是邵阳市工业
学校的教导主任、学生科科长。教书时
就喜欢带着学生们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
艺活动，退休后更是闲不下来，他一边去
市老协发挥余热，一边报名成了市老年
大学的一名学生。

徐志铭当过音乐老师，也对音乐感
兴趣，来到市老年大学后，他先后到了
葫芦丝班和音乐班学习。徐志铭学会
了运用气息来唱歌，低、中、高音都基本
上能够运用自如。

“我这个人就是口勤、手勤、脚勤，
爱讲、爱写、爱想。一刻也停不下来，你
让我休息就觉得不舒服。”徐志铭介
绍。由于自己想得多，做得多，经常出
一些好点子，带着同学们搞活动，他便
被选为了班长。后来，还担起了市老年
大学对外宣传的重任。

徐志铭表示，自己有个习惯，那就
是好为人师，喜欢去指导、帮助他人。
平时上课时，自己学会的而其他同学不
懂的，他都会去指导。徐志铭还发动周
围的老同事来到市老年大学学习，“要
将他们从牌桌上面解放出来，投入到健
康积极的活动中来。”徐志铭如是说。

退休后的别样人生
罗玉莹

实习生 赵 宁 记者 宋三刚

6月15日下午，市老年大学书法教
室内，不少人正在围观一位老人施展书
法。只见他站在桌前，左手放在后背，右
手提笔，在宣纸上挥毫泼墨。没多久，一
张“宁静致远”的作品呈现在了大家眼
前。他就是谢国良老人。

谢国良老人今年65岁，神采奕奕，
身体硬朗。在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上，他
算得上书法进步最快的一位学生。

谢国良老人介绍，两年前，他进入
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如今，经过不断努
力，谢国良老人的字潇洒飘逸，赢得了
不少人的称赞。

年轻时候的谢国良爱好广泛，喜欢
篮球、乒乓球，不过最让他痴迷的还属
书法。但因家境困难，没有进入专业班
学习，再加上因为工作、照顾子女的原
因，一直只停留在自己初级水平。退休
后，有了充分的时间，谢国良便来到老
年大学，重拾爱好，开始了他的晚年书
法之旅。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
蹄。每天早晨起床之后，谢国良都会坚
持写30分钟毛笔字。平常也爱帮人写
写字，过年时写写春联，就这样每天不
断进步。这几年，他在老年大学的书法
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老年大学
的几年里，谢国良不仅收获了快乐，还
结识了朋友，书法班的周爷爷就是谢国
良老人的朋友，两人不仅在课堂上互相
学习，共同进步，业余时间还会在公园
里下一盘棋，尽享惬意的晚年时光。

“在老年大学学习书法，不仅可以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而且可以结交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说起在老年大学
学习书法课，谢国良老人打趣地说，“老
年大学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谁道夕阳短

翰墨恒久香

老妈的生日快到了，我计划给她过一个别有新意的
生日。老妈年轻时很爱美，但这些年为我们姐妹操劳，显
得很苍老。我打算好好为“老妈”包装一番，陪她去影楼
照张照片。这样的安排，一定很合老妈的心意。

老妈紫色短衫洗成了浅紫色，裤子也穿了很多年，脚
上一双旧拖鞋。我皱了皱眉头，想当年，老妈每次出门前
都要好好打扮一番，没想到如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
几年，我买房子，两个妹妹做生意，老妈把多年的积蓄都
拿出来给了我们，自己的日子就节俭了，舍不得吃，更舍
不得穿。

我领老妈去逛街，打算好好把她“包装”一下。到了
服装店，我让她试衣服，她说看不上。其实，我知道她嫌
贵，舍不得买。

后来，我心生一计，我与老妈在街上走的时候，我故
意走得快些，把老妈甩在后面。开始的时候，老妈小跑几
步，紧紧跟着我。后来怎么也跟不上了，索性一个人在后
面磨蹭起来。我看着火候到了，等她过来，装出生气的样
子说：“妈，你穿得这么老土，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走在一
起。熟人看到了，还不笑话我！”老妈瞅瞅自己的装扮说：

“嫌我给你丢人了？”“可不就是嘛！”我们俩都笑了。
我挽起老妈的胳膊，又走进服装店。老妈身材不胖

不瘦，买衣服还真不是难事。每当老妈换上一身新衣服，
都让我眼前一亮。我说：“妈，瞧见没，人靠衣裳马靠鞍，
穿上衣服你整个人都大放光彩了！”旁边的服务员也赶紧
附和：“就是嘛！阿姨，你穿上这身衣服洋气多了！”老妈
开心得嘴都合不拢了。不一会儿，老妈装扮一新：淡蓝色
冰丝短衫，黑色细纹长裤，还有一双小坡跟黑皮鞋。老妈
在试衣镜前一站，心满意足地笑了。

我对老妈说：“妈，怎么样，你看哪儿还需要再打理一
下？”老妈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就是这头发显得土气。”
我笑了：“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咱现在就去理发！从
头到脚，都要有新面貌！”老年人的头发好打理，一会儿功
夫就理好了。老妈的头发理得很利索，整个人显得更精
神了。

被我“包装”后的老妈，自信心大增。到了影楼，摄影
师指导老妈摆姿势，做表情，老妈都做得很到位，摄影师
连连夸老妈悟性高。老妈年轻时的神情，好像又回来
了。看着老妈开心的样子，我欣慰极了。最后，我与老妈
还照了很多合影。

老妈说，这个生日她过得很愉快。其实，过生日只是
一个借口，我的目的是“包装”老妈，就像我们小时候她为
我们梳辫子、做裙子一样。如今，爱的角色转换了。我想
每位老妈都有爱美之心，经常找个由头为她“包装”一番，
给她一份好心情，这样她会更加热爱生活。“包装”老妈，
是我们尽孝的一种方式。

“包装”老妈
马亚伟

我和老伴退休后都发福了，健康体检显
示，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

一天清晨，我俩散步归来，发现离小区
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帮老年人在学太
极拳，我俩便驻足观望。年过古稀的老教练
可真是个热心人，他健步走近我俩温和地
说：你们也一起学练太极拳吧，练太极对身
体有许多好处。他边说边运用自如地比划
着。望着这位古稀老人一招一式柔韧地比
划，照实令人羡慕。老伴听后便拽着我走上
了“运动场”。

说练就练，我是个急性子，但初学那
慢慢悠悠的一招一式，感觉很是别扭。老
伴怎么比划也不像那么回事，集体练时老
伴还“偷工减料”不认真学，谁知被教练发
现了，他来到老伴跟前手把手地教，一边
教，一边给老伴讲练太极拳的好处，并告
诉老伴他以前身体也很胖，并且经常腰腿

疼，自从练了太极拳后体重降了好多，腰
腿也不疼了，这让老伴半信半疑。因为眼
前的教练身材适中，精神矍铄，腰腿活动
自如，太极拳打得十分柔韧到位。老教练
这么诚恳热情，碍于面子，老伴不由得跟
他一招一式地学起来。老伴比我聪明好
学，大约一个周，他就掌握了 24 式太极拳
的基本要领，回到家他又成了我的师傅，
我俩在客厅对着大镜子比划来比划去，他
对我要求很严，每个动作都要求我必须做
到位。

坚持练习半年之后，我们又学习了 42
式、64式。现在不少初学者还拜老伴和我为
师傅呢。更重要的是，老伴腰腿变得十分灵
活，活动筋骨好像哪儿也不疼了。前不久我
们去医院检查了身体，老伴和我的血压、血
脂都明显地下降了。我们尝到了练太极的
甜头！

太极健身怡晚年
钟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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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票友禹伯规在演唱京剧《白帝城》

大祥区老年大学民族舞郭淑娥老师，从市花鼓戏剧团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发扬专
长。今年6月，她指导的舞蹈《遥远的思念》，以新颖的编排，鲜明的特色，精彩的演绎，获
得了邵阳市首届城镇社区、农村乡镇广场舞大赛一等奖。 徐志平 摄

牵手夕阳红 梦圆广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