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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去哪儿了

□ 姜 范

找回了感人，相信也会

找到通往经典的路径。

看过多次舞狮，在湖北恩施一个山

村里看到的印象最深。一块几十平方米

大小的空地就是舞台，两个摞在一起的

方桌就是道具。两个演员身着家常衣服，

脚踩黄色胶鞋，个头是一高一低。狮子的

头是用红布简单包裹的木制骨架，狮身

是一条蓝白相间的大格子床单，逗引狮

子的是清洁用的拖把。人和狮子在方桌

上灵活地下跳上钻下，互相戏耍，时而威

风凛凛，时而诙谐幽默，田间劳作的动作

也被带进表演之中，又新颖又风趣。这不

过是他们农闲时候的自娱自乐，却带来

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活泼泼的生命力，

令村民和观众开怀。

记忆中还有一支独舞，名字叫《草原母

亲》。女演员并不出名，也不算年轻，身材甚

至有一点发福。母亲在草原的银色月光中

起舞，她轻柔地捧着婴孩，百般爱抚呵护，

想要给予孩子全部的爱和保护。她又小心

翼翼地托起婴儿，让婴儿感受草原的清风

抚摸脚下的绿草，希望她的宝贝能像草原

的雄鹰一样展翅飞翔经历风雨。慈爱、温

馨、憧憬、担忧、欣慰，如此丰富细腻的感

情，尽在演员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

大山深处的土地和繁华都市的舞台不

能比，无师自通的农民和专业训练的舞蹈

演员不能比，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把发

自内心的真诚和喜悦给了观众，他们的忘

我和投入也打动了观众的心。

那些隆重得多华丽得多的演出，却只

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了。文化投入增加

了，科技手段引进了，演出的硬件迅速高

端大气上档次。舞台变智能了，服装道具

更讲究了，演员条件越来越好了，技术难

度越来越高了，演出效果也越来越美了。

可惜，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缺了点共

鸣，少了点回味。如果拿舞狮农民和草原

母亲做镜子，那些能够长久地留在记忆中

的，恐怕不是华美的视觉冲击不是高难的

技术技巧，而是可以与人心灵沟通的真

诚。可惜，那些拨动心弦打动人心的力量，

被光鲜夺目的视觉效果挤到了舞台的边

缘，甚至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

感情的传达。”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说。打动

人心的，正是这种感情的传达。感人无处不

在。那些来自真实生活的最美乡村教师、感

动中国人物，各地评选出来的“好人”，各种

凡人善举，这些不加修饰没有表演的真善

美，赢得了万千观众的鲜花和赞美。生活中

并不缺少感动，人们也需要感动，经由艺术

家体验并传达出的作品却缺乏感人的力

量，这不仅是遗憾，还是失职。

感人都去哪儿了？商业的侵蚀让感人

走了形变了味。不知不觉中，“制作”和“消

费”成了主题词。

市场喜欢怎样的故事、人物，就创造出

怎样的人物故事，并加以类型化概念化的加

工，如此“制作”出来的情感，就有可能被市

场接受进而被消费。销售环节更是习惯看市

场的脸色。制造各种噱头炒作，好名声坏名

声统统拿来，宣发是王婆卖瓜式的表扬和自

我表扬，批评家都是来送花篮的，变着花样

挖掘着赞美的词汇。演员也习惯于逢场作

戏，就像穿着皇帝的新装，谁也不愿意承认

自己演了部烂片，更不想得罪导演制片人断

了自己的财路。去看影评剧评找个参考，又

时常被水军忽悠。在诱人又亲切的销售攻势

下，烂片也能卖座。

如果再狗血的情节都有人不离不弃，谁

还愿意精耕细作？十年前汽车市场开始井

喷，装上四个轮子就能赚钱，谁还会去砸大

钱冒风险闷头搞研发？仅把文化当做生意，

投入产出比就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如此一

来，数量可以快速膨胀，优质内容的增长却

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忽视了精神属性和社

会效益的制作和消费，必然是有量无质，有

了钱却忘了文化的“本”。

找回了感人，相信也会找到通往经典的

路径。

“一个人的智力，就衰老而言，是并不
多的，而且有一种‘晶体’的智力，是愈老
愈好用的，能够带来老人生命的活力。这
就是老年学习的重要性所在了。基于这
个前提，老年人要多为社会作贡献，而不
一定是终身坐定一个工作职位或者‘被养
老’起来。”日前，在 2014 中国国际教育年
会第二届国际老年教育论坛上，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邬沧萍的发言在与会者中产生
广泛共鸣。

说到老年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名言，还有“老牛自
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诗句，再不
就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哲学思
考。而将老年与教育、学习、学校联系起
来，正是一种“积极老龄观”的文化选择。

这几年，老年大学的招生火爆程度丝
毫不逊色于名牌大学，有些学校报名第一
天就能招满一半的入学名额。在“学养结
合”的颐养模式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送去
知识与欢乐的同时，老年大学在“银色浪
潮”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并因着新的挑战
和变革，走向丰富。

圆梦殿堂

“今年，我终于成了老年大学的一名
新成员。因为老年大学规定每个学员只
能报一门课程。我报了书法初级班。我
从小酷爱书法，⋯⋯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第一次没有任
何压力，毫无任何顾虑，也没有功利，一心
学书法写毛笔字，仅仅是喜爱。”

2010 年，退休后的黄鸿飞老人到宁
波老年大学国画系花鸟班报到，转眼已经
有 4 个年头了。4 年来，他用完了数百张
宣纸，买了一大堆绘画类书籍，不仅丰富
了知识，还收获了诸多人生启迪。

近年来，像黄鸿飞一样享受着高品质
教育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2013 年是中国老年教育事业发展 30
周年。从“老有所养，健康长寿；老有所
学，增长知识；老有所为，服务社会”的 24
字办学宗旨，到现在“学养相宜，康乐有
为”的办学理念，作为我国首个老年大学，
山东老年大学 30 年的实践，代表了我国
老年教育事业 30年的不凡探索。

1983 年，“山东省红十字会老年人大
学”在齐鲁大地上诞生。1986 年，学校更
名为“山东老年大学”，据说还是个正厅级
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此后相继
建立的老年大学，大多以“老干部大学”命
名。长期以来，只有离退休干部、职工才
有资格进入公办老年大学学习。

如今，“老年人上大学”已不再是新鲜
事。公办老年大学正逐步向社会开放，老
年学习班、讲座、活动中心、社区学校等多
样的老年教育形式“百花齐放”。从 30 年
前的一枝独秀，到今天老年大学发展速度
之快，覆盖面之广，参与学习者之多，社会
成效之显著，令世界瞩目。

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的统计，全国已
有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近 6 万所，在
校学员约 677 万人，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
老年人达 220 多万人。如果说老年学习
是老人生命的“夕阳红”，那么，老年大学
就是银发学子的圆梦殿堂。

一座难求

据媒体报道，在湖北省荆门市，60 岁
的罗国荣牵着 84 岁母亲的手，步行 1 公
里，去荆门石化老年大学上学，温馨画面
令路人驻足。罗国荣以前是一名幼师，喜
欢跳舞；退休后，她便在荆门石化老年大
学学舞蹈。现在的她既是舞蹈队的领队，
又是教练、队员和化妆师。为了不让母亲
感到孤独，罗国荣便把母亲带在身边。

赋闲在家，晚年生活如何度过？“歌声
悠扬，悦耳动听精神爽；舞姿婀娜，翩然轻
扬共欣赏；习拳练剑，体轻如燕身健康；挥
毫泼墨，千山万水笔底来。”这是老年大学
学员生活的真实写照。

课堂魅力是办好老年大学的核心所
在。山东老年大学具有门类最齐全的老
年大学教学大纲。以 2012 年度课程表
为例，该校美术学院每天从 8 点 15 分至
12 点为上午教学时间，14 点至 17 点 20
分为下午教学时间；一天的课程设计共 4
个课时，每个课时为 100 分钟；专业课程
内容设置丰富且有层次性，除书法、山水、
写意人物、素描、工笔等普通美术专业课
程外，每个专业还有相应的高级研究班；
基础班学杂费是 220 元，研究班学杂费是
260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背上书
包，重返“校园”，以圆青春梦想。于是，有
的老年大学就出现了“一座难求”的情
形。老年教育公平正日益引起社会关注。

例如，有媒体报道，在今年招生中，由
于实在太火爆，杭州退休干部大学只能采
取摇号抽签的方式，从预报名的 7362 名
学员中，最后确定录取 2192 人，录取比率
不到三成。据了解，在杭州，还有浙江老
年大学、杭州老年大学等几所老年大学，
可都有一定的“入学门槛”。而杭州退休
干部大学只要有杭州户口或居住证，有退
休证，年龄 80 周岁以下就可以报名，“爆
棚”在所难免。

“随着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近
年来到新疆老年大学报名的老人越来越
多。”新疆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周瑾计算，
招生人数较刚成立时翻了十几倍，报了名
上不了的情况也不时出现。在新疆老年
大学，目前开办了 200 多个班次，涉及书
法、绘画、舞蹈、计算机等十几大类课程，
招收学员 5000余人次。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要合理引导。从
课程设置到专业分类，老年教育越来越专
业。上海市教委日前就表示，已经成立老
年教材研发中心，2014 年首批研发 56 门
课程的教材，将送至全市所有老年学校及

300多家养老机构。

继续成长

老人“入学难”反映了老年教育资源
的“供求失调”。入学门槛低、学习费用
低、无毕业年限等因素都是导致老年大学
容易“爆棚”的重要原因。实际的情况是，
不是老年大学太少，而是老年人都愿意涌
向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名校”，冷落了
许多社区和其他小规模的学校。如何升
级社区老年学校，使之不再只是下棋、打
牌或聊天场所，正是社区养老需要亟待解
决的配套问题。

此外，老年大学火爆的背后，凸显
出老年人无处安放的孤寂心。养老需
求不只是经济供养、生活照料，还有
精神慰藉。而老年大学，就可以有效
满足老年人求知、求乐、求友等精神
方面的需求。

参加了民政部老年大学电脑班后，家
住北京市西城区的杨景双说，“（老年大
学）不仅使我提高了学习知识的水平，更
教会我深入思考自己在今后的退休生活
中如何用心学习、细心思考、热心交流，用
才智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近年来，针对每 7 个人中有 1 个老年
人的老龄化水平，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政
策力度不减，社会层面对老年大学的关
注也持续增加。今年 5 月，以“老年教
育三十年——实践、创新、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的“中国老年教育发展高峰
论坛”成功举办。在这次“盛会”上，
山东老年大学校长杜英杰分享了他们创
新发展老年教育的三种合作方式，即争
取财政支持、与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合
作、与山东大学合作。“三个合作三种模
式，既拓宽了办学渠道，扩大了办学规
模，又实现了山东老年大学借用社会资
源提升自身发展的内涵。”

整合社会资源，拓宽办学渠道，把老
年大学办进社区、办进养老院、办到老年
人身边，已成为老年大学发展新趋势。

夕阳无限，这里是家。春秋时代乐师
师旷说：“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孰与昧
行乎？”意思是，晚年喜欢学习，就像点亮
蜡烛一样，这与摸黑走路哪个更好呢？老
年大学正是照亮晚年生活的蜡烛，点亮
它，办好它，给更多的老人们送去知识的
温暖、满足和快乐。

给 精 神 补 补 钙
□ 李万祥

在白桦林下的长凳上小憩，耳边流水潺
潺，鸟鸣嘤嘤，令人几乎忘记，置身之处其实
只是黑河市城市规划体验馆的小小一角。

黑龙江省黑河市与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
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是中俄边境线
上唯一一对距离最近、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功能最全的对应城市，两岸交往百年，有中俄

“双子城”之称。两市之间最近处仅相距 750
米，乘船只需几分钟即可到达对岸。

今年 9 月，记者随中俄媒体一行采访黑
河，城市规划体验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传统规划馆里，
体验性和艺术性或许只是“甜点”，而对黑河
城市规划体验馆来说却是“主菜”。这座集艺
术创作、人文体验、城市回顾、全方位展示为
一体的综合性展馆，迄今已经摘得多项设计
大奖。

黑河城市规划体验馆由一座百年老厂房
改建而成，整个建筑外形西高东低，梯次下
降。红砖装饰的外墙和俄罗斯风格的大尖
顶，展现着这座北国边境城市的独特风情。

6500 多平方米的体验馆，浓缩了黑河的
城市历史。展馆通过故事线、建设线、专题线
为轴，演绎着黑河的变迁。

走进体验馆高大的序厅，犹如进入一个
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巨大洁白的矩形冰柱
悬于空中，雪花状的镂空棚顶下，一幅红白相
间的巨型浮雕映入眼帘——滚滚黑龙江蜿蜒
而下，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剪影相映，错落
有致。序厅中央立着一个大型红色魔方，三
个截面代表着黑河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缩影
——“城市起源”、“万国商埠”、“改革开放”时
期。

昔日黑河几度兴衰，从只有四十几间房
屋的小村庄，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疆重
镇”，历经了由小到大的变迁过程。不同历史
时期的城市规划，反映出黑河不同发展阶段
的城市特征和空间需求，也反映了中俄两国
不同时代交往历程的演变。

上世纪初，黑河贸易兴起，人口至万。
俄、日、德、法、美等国家均在黑河自建商号，
黑河一度被誉为“万国商埠”。这一时期的城
市街道空间尺度宜人，形成了鲜明的城市建
筑风格和城市结构形态。在万国商埠展区
中，复原的街区场景真实再现了黑河当年的
繁荣市景，头顶的满天星辰仿佛述说着历史
的斗转星移。

漫步在规划体验馆，各个展馆之间可谓
曲径通幽，移步换景，令人流连忘返。拾级而
上，走入复制的“肖克饭店”，透过艺术长廊上
小小窗格里的幕布，可以将中俄界江的四季
变迁尽收眼底。

既然是规划体验馆，体验与互动元素自
然是重头戏。电子触摸屏、滑动显示器、抽屉
显示屏、红外线感应器⋯⋯各种现代科技手
段的运用，令人跃跃欲试。

在“振边风云”展区，观众可以欣赏到一
部同名微电影。电影的主人公是建于 1921
年的振边酒厂，这是黑河“万国商埠”时期的
代表性建筑，2005 年被确定为黑龙江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酒厂犹如一位沧桑老者，静静
注视着黑河的今昔巨变。

今日黑河展厅的独立展示柜里，还装有
可以随意拉动的抽屉。轻轻拉开，里面盛放
着可触摸的电子屏。在“城市记忆”展区，人
们不仅可以看到珍贵的老照片，还可以玩拼
图游戏，亲手拼出这座城市的旧貌新颜。

最受男士欢迎的非“漫行山水”体验区莫
属。在这里，观众可以驾驶迷你观光车，虚拟
穿行五大连池风景区，体验神奇的火山之旅。

我们的规划体验馆之旅在“祝福黑河”展
区达到了高潮。通过多媒体互动平台，大家
或者自选背景拍照，或者写下祝福，“作品”立
刻就呈现在了大屏幕上，引发笑声连连。

规划，让城市更美好。多点艺术，多点有
趣，规划馆也可以很动人。

老有所乐 ①

老年大学火爆背后，凸显的是老年人对老年教育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