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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钢琴博物馆

海浪伴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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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养结合”的颐养模式流行，不仅给
老年人带来“乐学、乐活”体验，而且也让
老年大学在“银色浪潮”中充满活力。如
今，一些地方的老年大学报名火爆场面甚
至不亚于楼市开盘。因报名人数众多，有
的老年大学还需要“摇号录取”。说抢到
一个老年大学的名额，就跟中了彩票一
样，一点也不夸张。

活到老，学到老。前不久出炉的《老
年 教 育 发 展 规 划（2016—2020 年）》明
确，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覆盖广泛、灵活
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年教育新
格局，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
的 老 年 人 占 老 年 人 口 总 数 的 比 例 达 到
20%以上。老年大学正成为文化养老的
重要载体，逐渐成为老年人寄托晚年的

“精神家园”。

优雅生活

“上学期刚开了一个 24 式太极拳班，
本学期校委会本来不准备开设新班，但第
一天报名，就有几十个学员想从基础学习
太极拳，学校校务委员会临时开紧急会议
讨论，最后决定增开 1 个。”浏阳市老年大
学开学的第一天，校长李中琪忙着为老年
朋友们介绍老年大学，张罗报名的事情。

如何排解退休后的失落感和孤寂？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走进老年大学，完
成自己没有完成过的梦想。

“每当我走进老年大学的校园，看到
每一间教室里的每一位老年学员在全神
贯注听讲每一节课，认真完成每一件作
业，都让我十分敬佩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和
渴望。”北京市东城老年大学校长杨书章
说，经过 30 年的发展，东城老年大学已形
成以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为主，辅以西画、
摄影、文史类等 11 个学科，40 多个教学班
的教学格局。

一批又一批老年学员在北京市东城
老年大学成才走向社会，增添推动社会文
化发展、繁荣的新活力。梁景岚就是其中
一位学有所为的代表。她 65 岁退休后，在
校学习山水画、花鸟画 10 余年，出版了《个
人画集》、《书画同源》、《书话集》、《学画
集》四本习作，还在东岳庙办了个人画展。

“琴棋书画，深究细研。教国文之典
籍 ，写 辞 赋 与 诗 篇 。 乐 声 舞 蹈 ，抒 袖 翩
迁。养生保健，颐寿天年。环球之网络，
欲罢而无眠。中华之艺术，时代之前沿。”
一首《老年大学赋》将老年大学里的精彩
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也展现了老年生活
优雅的一面。

天津市老年人大学伤寒论班的学员
滕红杰不无感慨地说：“当我们从容而优
雅地体会生命之美时,生命就会把关于
年龄的秘密，悄悄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身
体苍老时,仍然保持婴儿一样清亮坦然
的眼神。”

“文化养老”有助于化解老龄化过程
中的疾病防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难
题。现如今，崇尚文化养老，在老年人中
间已成风尚。据统计，全国有老年学校
5.3 万个，在校学习人员达 732.8 万人，各
类老年活动室有 37.1 万个。

共享快乐

“老年大学游学系的‘学游’新模式，
给了我们别样的旅行体验。”上海老年大
学国际游学系的钱顺萍老人和同班学员
一起在日本玩了一圈回来后，心情畅快
多了。

据了解，上海老年大学通过在校十周
课堂教学后，再由旅行社专为上海老年大
学学员量身定制，以慢节奏深度游让老年
人共享旅游的快乐。

这两年，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
表的移动互联设备迅速普及，微信在老年
人群体中得到广泛使用。“现在家人的微
信群里面，发言最多的都是长辈，他们热
衷于发各种图片、表情。”袁女士说，长辈
们在朋友圈里经常分享各种养生、医药知
识，互相点赞转发。

与此同时，各机构和个人创建的针对
老年人的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的数量快速
增长。老年人可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和需
求个性化定制学习资源。

从 2008 年开始，北京东方妇女老年大
学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所属的北
京东方银龄教育科技中心合作，共同开办
了“幸福养老大课堂”，为中老年人开设远
程教育系列课程。目前，“幸福养老大课
堂”已有幸福导航、养生宝典、老年维权等
课程和相关配套教材。“幸福养老大课堂”
还变身为手机学习平台“微课堂”，为老年
人提供便捷、个性化服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的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

达 7.10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我国
网 民 中 60 岁 以 上 的 网 民 仅 占 整 体 的
3.7%。互联网如何“+”上年迈的老人还不
止一步之遥。

推动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举办
“老年开放大学”或“网上老年大学”，并延
伸至乡镇（街道）、城乡社区，建立老年学
习网点，这是未来 5 年老年大学发展的任
务之一。

其实，互联网让老年人获取和共享
知识更方便，分享起“乐学、乐活”的经验
来就像在微信里一个转发、一个点赞那
么容易。

退休后的唐艳梅给同龄人当起了婚
姻家庭咨询师。她经常在网上调解老年
人婚姻纠纷。在她眼里，闹离婚的很多老
年人都很可怜。“有时候，子女的态度很大
程度上能够决定调解的成效。因为调解
不成，老两口撕破脸皮对簿公堂的例子很
多。这主要还是因为老年人获得社会信
息太少，法律知识匮乏。”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王军抱怨说，要
保护好自己的权益，老年人学点法律知识
很有必要。可是她发现，在当前老年大学
课程中，普法的课程很少，想学学不到。
她后来通过在老年大学网络课程上学习，
收获不小。

夕阳更红

统计显示，2015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22 亿，占总人口的
16.1% ，预 计 2020 年 老 年 人 口 将 达 到
2.43 亿，未来 2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
将更加严峻，“未富先老”的特征日益凸

显。同时，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和学习需
求增长较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形势和任
务更加紧迫。

夕阳无限好，何虑近黄昏。老年教育
可以说是终身教育、继续教育、人生教育
的“最后一公里”。

例如，为了帮助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
实现“自主创业”梦想，有效规避中老年人
创业风险，有的老年大学、社区大学开设
专门课程，为中老年人创新创业提供技能
培训。在浙江省庆元县，年近六旬的农妇
吴辉兰卖起了自己做的农家蔬粿片，开创
了人生事业的“夕阳红”。

“我盘算着搞个小小的工作室已经很
久了，地方都选好了，就是害怕自己没有
这方面的常识会上当受骗，迟迟不敢‘下
水’。这下好了，社区老年大学把这方面
的课程补上了。”家住沈阳的李生广退休
后，一直在家闲着。通过参加社区培训，
他凭借所学创业知识和自己的摄影、编辑
爱好，便在自家车库开了一家小小的摄影
摄像工作室，找到事业“第二春”。

身老心未老。老年人圆梦大学，生
活更优雅从容有尊严；共享快乐，乐学乐
活也能经营起属于自己的朋友圈。随着
国家规划的逐步落实，平衡城乡适老教
育资源，加大供给，以老年大学为代表的
老年教育大有可为。未来，老年人将有
更多元的学习和生活选择，夕阳也能焕
发朝阳色彩。

我们常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你如果问人们对鼓浪屿的印象，也应该会
得到这样的答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空气中
弥漫着花香，唇齿间流露着果香，心中憧憬着美
好爱情故事的地方。

这里一年四季气候宜人，终日游人如织。兜
兜转转的街角，铺着鹅卵石的小径，捧着赵小姐
的奶茶，心里想着转角遇到爱。

鼓浪屿有“琴岛”美誉。鸦片战争后，厦门
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来鼓浪屿
建造教堂，他们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常伴有唱诗
节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弹唱西方音乐蔚然成
风。久而久之，西方音乐便在这座美丽的小岛
扎下根来，并影响着这里的居民。在这种音乐
环境的熏陶下，这里诞生了一百多位音乐家，如
林俊卿、李嘉禄、殷承宗、许斐平、许兴艾等等。
就在这座郁郁葱葱的岛上，坐落着一个钢琴博
物馆，也是中国唯一的钢琴博物馆——鼓浪屿
钢琴博物馆。

来到菽庄花园，没走几步，就可以听到悠
扬的钢琴声传入耳边，顺着琴声，便可以找到
这座建于山丘上的博物馆。诗意的名字应当
配有一个诗意的外形，博物馆的外形就像是
一架钢琴。漫步其中，便可纵观整个钢琴发
展史。

据介绍，博物馆里展示的钢琴大多是旅居
澳大利亚的华侨、钢琴收藏家胡友义先生毕生
收藏的名古钢琴。这一百多架钢琴先是从世界
各地运往澳大利亚，再从澳大利亚远渡重洋，落
户在这座“听海轩”上。光是听到这些饱经沧桑
的迁徙史，就已经对它们生出很多敬意，更何况
每架钢琴还都有很多的故事。

走在古色古香的地板上，一架架形态各异
的钢琴映入眼帘：有美国“斯坦威”钢琴，奥地利

“博森多福”钢琴，德国皇室钢琴，稀世名贵的镏
金钢琴，世界上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
立式钢琴，古老的手摇钢琴等等。有现在在市
面上能够见到的普通的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
还有一些少见的长方形的钢琴和放置在墙角里
的呈“7”字形的钢琴。有的钢琴很小，很明显不
够 88 个键；有的则很大，比现在常用钢琴大很
多。有一些钢琴非常精致，做工考究，上面的雕
花、镂空尽显巴洛克式的奢华。还有一些钢琴
的左侧或右侧配着烛台，无声的给我们讲述着
那个时代的故事。宴会结束之后，美丽的女子
在烛光下优雅地弹奏着钢琴，而心上人则在窗
外静静地聆听着⋯⋯

这些钢琴的款式、设计没有一款是相同的，
每架钢琴都是造琴者一刀刀精心雕琢的成果，
每一架琴都是艺术品。其中，“年纪”最大的要
算19世纪初伦敦克莱门弟公司制造的钢琴，至
今已经快200岁了。

这里的钢琴基本都是可以演奏的，您可以
随时听到工作人员在这里演奏《鼓浪屿之波》。
这座两层的博物馆里终日荡漾的都是钢琴的音
乐，这座小岛也因着动人的钢琴声而变得愈发
有诗意、愈发迷人。

鼓浪屿上见不到公共汽车与私家车，听不
到繁华都市的喧嚣与嘈杂，日日夜夜听到的都
是海浪声与钢琴声，日日夜夜听到的都是，“鼓
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
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登上日光岩眺望，只
见云海苍苍。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
丽的基隆港⋯⋯”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
也是令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独一无二的精
神富矿。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创作
者对长征题材的挖掘和探索就从未止步。
今年是长征胜利 80 周年，银幕上又掀起一
阵阵长征“红流”：《彝海结盟》《绝命后卫
师》《骡子和金子》成为同时段电视剧收视
率中的佼佼者，《勇士》的票房贡献也毫不
逊色商业大片。人们惊喜地发现，长征这
个主旋律题材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一次次
拓展着人们对艺术和历史的想象空间。

长征题材不知道创造了多少经典、捧
红了多少艺人，不得不承认，这种对人类信
仰和民族精神的提炼、重建和思考是值得反
复抒写、仔细回味的。然而，长征题材的宏
大和厚重也并不是可以轻易驾驭的，谁在潜
心创作艺术佳品，谁在隐藏商业野心，试图
借助“长征”的影响力粗制滥造、急功近利，
观众的评价是最公正的裁判。

长征题材是一个富矿，从红军战士爬
雪山过草地时不离不弃的战友情，到沿途
百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军民情，一个又
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构成了这段波澜壮
阔、跌宕起伏的历史。观众期待从这个丰
富厚重的题材中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和建设成果。这种由宽阔的思想空间而
产生的强大冲击力，是长征题材始终富有
张力的根源。

长征题材如同影视盛宴中一份上等的
食材，能否做成一道品格高远、色味俱佳的

“佳肴”，考验的是“厨师”的手艺。有人善
用气势恢宏、史实严谨的叙事，有人选择厚
重深刻、气势磅礴的格局，也有人亮出了以
小见大、以情动人的温度。但是无论哪一
种类型，通过历史反映人性的光芒，用人物
不屈和坚韧的品格折射信仰的力量才是这
场影视盛宴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对这样一个深刻、厚重、离我们有些遥
远却又被反复提起的主题，要让观众主动
接受而不是排斥和逆反，还要在每次创作
中呈现新的东西，对导演和编剧的创作水
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其中不仅需要创
作者的责任担当，创新的思维也是必不可
少的。回顾一些乏善可陈的历史剧不难发
现，一些作品的宏观叙事中，个体往往成为
点缀在历史画布上的背景，缺乏生气和温
情。而那些让历史变得丰满、可读的作品，
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丰富的
细节讲好人物的故事。

讲好人物的故事，这不仅是对长征题
材影视作品提出的要求，也是所有主旋律
影视作品都应该追求的方向。有时候我
们需要反思一下，不是主旋律太过沉重，
而是我们在宏大的历史题材面前用力过
猛、进退失度，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套上了
沉重的枷锁。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生发
怎样的想象，考验的是艺术家的功力，这
个想象，不仅仅是虚构人物和故事的能
力，更是用动人的细节填充和重构历史的
能力。

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是当代
艺术家的责任担当。只有扑下身子，沉下
心来，深挖历史，不断创新，才能创作出真
实可信、有温度、有分量的精品佳作。艺术
家应该秉持对观众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不断提高长征题材影视作品的艺术形
象、拓展它的主题内涵，让每一个时代都有
令人铭记、与时俱进的长征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