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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皮肤好，米粥煮红枣。

”

八旬老太“活到老学到老”
在合肥市铁路一村社区有一支文艺队，队

长孙尚琴已经是一位 80 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她
身手矫健、谈吐有力。孙尚琴说，年轻时身体不
太好，多亏了自己坚持锻炼几十年，才会有现在
这样的身体。

1968 年，孙尚琴被调到了合肥市被单厂上
班，可没过多久，她因为工伤，摔坏了腰部，疗养
了 6 个月后却没有得到好转，之后便不能上班，
孙尚琴便开始自己锻炼，几十年来从不间断，没
想到身体反而越来越好了。

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在文艺方面，孙尚琴有
很多擅长的，但是最让他人津津乐道的则是她
的“打莲湘”，这项运动在合肥地区还不是很多，
因孙尚琴老家在怀远，在她的童年时期，她便学
会了这项在当地很流行的运动。

“社区里搞文艺队，铁路一村火车头代表
队，后来我担任了队长，组织大家学习腰鼓啊、
莲湘啊。”孙尚琴说，2006 年，因参加活动，大家
都觉得打莲湘很新鲜，但是打的人很少，她便手
把手教会了大家。

从店里买来的莲湘，孙尚琴并不满意，跟她
使用的差很多，用她的话来说，买来的只能叫花
棍，所以她自己做了莲湘，“原始的两头发出声
响的地方用的是铜钱，不过现在哪有那么多铜
钱，就用铃铛代替了，两头用的是开司米毛线，
比买来用的彩纸好看，也耐用。”

不仅仅是教会邻里们莲湘各种花式，孙尚
琴还自己琢磨着歌曲和动作，“看碟片学习啊，
自己琢磨琢磨。”采访结束后，这位八旬老太太，
大热天里还要马不停蹄地赶到社区的舞蹈室
去，“现在星期二、星期四是教广场舞，大家在一
起学习，锻炼好身体，我还想再教更多的人打莲
湘呢。”

他义务为留守流动儿童辅导功课，她主动教邻居们唱歌跳舞

社区里有群“客座老教授”
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有着丰富的文艺细胞，文能书写苍穹、武能耍枪弄棒，他们在社区里积极组织各

项文艺活动，是骨干队员；他们带领着社区居民，让很多退休后的老人有了新追求、新爱好；他们也免费将自
己所学，无私地教给邻里，他们就是社区里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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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的方必柱老人原来是合肥木器厂一名普通的
退休人员，挂在他嘴边的经常是一些《论语》内的古文，
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一直遵循着的准则。

方老的爱好便是研究名人名言、毛泽东诗词、孔孟
儒家等书籍，这也让他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历史知
识，同时他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加社区开展的各项文
艺活动，关心关爱社区里的留守流动儿童。

2012年7月初，社区快乐家园儿童俱乐部开设“孔
子学堂”，面向辖区召集授课老师，方老便积极来报名。

从那之后，在凤阳一村社区内，方老每个星期五下

午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准点来到社区儿童俱乐部，耐心地
为那些留守流动儿童辅导功课。

而他不仅仅利用自己所学帮助孩子们答疑解惑，还
利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知古晓今的博学来激发和
培养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孩子们都将儿童俱乐部当
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都十分尊重和喜爱方老。

方老爱好广泛，对琴棋书画也颇有研究，现在他还
教孩子们书法等，用他的话来说，希望把自己的毕生所
学无偿地教授给孩子们，希望将书法、二胡这些中华传
统技艺在这一代可以发扬光大。

每个星期的周一和周四下午，合肥市和平路街道绿
苑社区服务中心里，老远就能听到悦耳动听的黄梅小
调，在这个炎炎夏日里沁人心脾。

在绿苑社区服务中心一楼多功能室里，大伙围着一
位中年大姐，跟她学唱黄梅戏《四联唱》。“大家注意，不
仅要唱准曲调，还要注意面部表情和动作。”大姐边说边
纠正一位学唱大哥的手上动作。

这位教唱黄梅戏的大姐叫阚敏，53岁，原是安徽纺
织厂一名普通的工人，从十几岁起就热爱唱黄梅戏，用
大家的话说，就是专业票友，她也十分爱好学习黄梅戏，
有事没事就爱哼着黄梅戏的调子。后来在老年大学给
别人教学，同时自己也学习黄梅戏，让自己的技艺更加
纯熟。现在退休了，她也闲不住，想着跟小区的邻居们

经常聚聚，练练戏曲。
今年，绿苑社区在对原有的多功能室升级的同时，

建立了社区书画室、手工坊、电子阅览室、家庭生活指导
室和舞蹈室以及社区日间照料室等综合文化中心，不断
满足居民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自综合文化中心建成以来，就有一些喜欢戏曲的居
民提议组建一支黄梅戏曲班，社区还专门腾出办公用房
作为活动场地。现在，每周都有老师和票友到绿苑社区
指导居民学唱，阚老师就是其中一员，还编排节目到市、
区参加演出。

阚敏说：“我自小就喜欢黄梅戏，有空就哼上几段。
今天能给爱好黄梅戏的邻居们指导指导，既是我的荣
幸，也是推广普及了黄梅戏艺术！”

老人义务为孩子们辅导功课

在社区里普及黄梅艺术

方必柱在教孩子们练习毛笔字 打莲湘的孙尚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