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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就像孩子一样，有伴一起学就愿意
学，而且越鼓励越爱学。”杨桂林说，因为家里常
常有朋友来访，朋友看到母亲在写字，都会为她
竖起大拇指点赞，母亲就很高兴。

三个月前，姚玉华开始学着用毛笔抄写经
书，朋友看到了，还要走了她抄的经书，说要收
藏起来，这让姚玉华很开心，抄经书也更勤快

了。
现在，姚玉华正在练习写春联和“福”字，

准备过年的时候分送给子女贴，“我们觉得很
有意义，大家都很支持她，夸她写得好，准备把
她的每一幅字都好好地挂起来。”家人的支持
让姚玉华更加有信心学习了，虽然 90 岁了，但
她觉得自己和小学生一样，还可以学得更多。

内坑90岁姚玉华：

耄耋学字 老有所为

本报讯 为了增强离退休老干部防范网络
电信诈骗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意识，12月22
日，安海镇离退休干部党委组织开展“轻松学常
识 全民防诈骗”和“新冠病毒防疫知识科普”讲
座，特邀晋江市诈骗犯罪侦查大队反诈讲师蔡
钧君和晋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林清
爽给大家授课。第一场讲座由蔡钧君列举网上
诈骗的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网上诈
骗的手段和骗局，提醒大家要时刻提高警惕，不
要成罪犯的帮凶。防诈骗讲座结束后，林清爽
为大家介绍新冠病毒的传播与防控知识科普，
以及老年人为什么需要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
如何预防新冠肺炎的12种措施。

与会老同志纷纷表示，此次活动不仅了解
到金融知识，提高辨别诈骗的能力，还消除了对
接种新冠疫苗的恐惧，解除了顾虑。

安海离退休老干部
学习防疫防诈骗知识

本报讯 日前，晋江市磁灶镇苏垵村老

年门球队受邀参加龙湖镇梧坑第八届门球（友
谊杯）比赛，并荣获冠军。

苏垵村老年协会会长陈清彬表示，“此
次，我们参加比赛，与老年朋友切磋球技、交流
感情，共享门球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冬日赛门球
尽展夕阳风采

江招丽 1965 年元月出生。祖籍福
建顺昌县，现定居晋江青阳，退休人员，现
为晋江老年大学书法班、诗词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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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

影、诗词、剪纸……

如果你喜欢这些，

擅长这些，那么，

这里便是你展示的

舞台。“才艺秀场”

作为展示老年朋友

才艺作品的平台，

长期面向全市老年

朋 友 征 集 优 秀 作

品。

晚晴人物

资讯

姚玉华的家位于晋江内坑立厝村。大门
进去便是一个院子，与院子相连的是一间开放
式画室，画室里堆满了笔墨纸砚，桌上墙上也
都是画和书法作品。

每天，姚玉华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埋首桌前，
认认真真地抄写经书，虽然字迹比较稚嫩，笔画
也不规范，但是一笔一画，都透露着她的用心。

“那些孩子天天说‘阿太你要和我们一起
写字’，我就说好。”说起为何开始学写字，姚玉
华笑哈哈地模仿着孩子们的话，笔画着和孩子
们一起学写字的场景。

原来，过过了苦日子，姚玉华养成了朴素节
俭，勤快劳作的生活习惯，哪怕后来家庭条件好
了，她也闲不住，一直到 70多岁还去地里种菜
种地瓜。10多年前，姚玉华的老伴离世后，家人
就不让她干农活了，但是闲不下来的她还是会
到山上、地里走一圈，“路上看到一些空瓶子就
顺手捡了，慢慢地有空就去捡瓶子。”姚玉华说，
捡瓶子不累，还能卖一些钱，挺好的，“最主要的
是有事情做，我又不爱玩牌，又不种地，没事情
做不习惯。”可是家里人却不想她到外面去这样
走动，毕竟年纪大了，在外面怕不安全，又怕她
在家待得无聊，便纷纷建议她学写字。

姚玉华的儿子杨桂林是“黑金推·沥金画”
晋江市级传承人，对书画有一定的研究，喜欢
在家里写写画画。平时也会教家里的孩子练
字画画。于是在教孩子的时候，杨桂林就让姚
玉华也坐下来一起学。“教了她一两次，发现她
写字像模像样的，我们就鼓励她多学多写。”杨
桂林说，母亲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学写字，既
锻炼了眼睛、头脑和手的灵活度，又不用担心
她到外面走会不安全，全家人都很高兴。

姚玉华虽然已90岁高龄，但是身体依然很硬朗，
只是耳力不好，听不清楚别人的话。可是，她的记忆
却很好，说起从前的事，她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以
前多苦呀，三餐都只能吃很稀的麦糊，还要去拉车犁
地。不过，我拉车犁地很厉害，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模
范’。现在我还能拉车呢。”姚玉华说，小时候想读书
没条件，家里需要人干活。“一直到解放后，村里办了
夜校，是那种扫盲速成班，教一些日常用语的写法，但
是才上了两个月，就因为没有老师而中断了。”回忆起
求学史，姚玉华不无可惜，“我那时很爱读也很勤读，
去山上干活都会把书放在口袋里，等休息的时候就拿
出来看。”只是，因为夜校学习中断，加上要出工干活
还要照顾孩子，渐渐的，姚玉华连当时认识的 100多
个字也都忘光了。

“现在学习写字就要重新认字了，一开始只会跟
着经书抄，但现在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不知道怎
么念的时候，孩子们会教我。”姚玉华口中的孩子们最
大的11岁，最小的才5岁，每到周末，这些孩子就会和
阿太坐在画室里一起写字画画，就像在学校上课一
样，其乐融融。

与曾孙一起学习闲不下来的老人

“还可以学得更多”

都 说“ 活 到 老 学 到

老”，但是你能想象在耄耋

之年放下锄头拿起笔开始

学写字是怎样一种体验

吗？

在咱厝，就有这样一

位老人，她做了一辈子的

农活，年近九十才拿起笔

学写字，如今学写字不到

一年时间，她不仅会抄经

书，还会写对联。她就是

晋江内坑90岁的姚玉华。

摄影作品：吴佳境《柿柿如意》

绘画作品：徐建水《“奄箍鸡”——捉迷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