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本报《晚晴》周刊特别策划，推出“60+的生活也精彩”主题征集活动，展现咱厝老年人的精彩

晚年生活和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现在的老年朋友生活有多精彩？征集活动启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纷纷推荐身边的老年朋友，讲述他们的精彩晚年生活，讲述60+的

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在这些推荐中，我们采访了几位老友，他们中有80岁依然热爱诗词的传统文化“发烧友”，有多才多艺的绘画达人，有热心传承

剪纸的老年志愿者，有善于组织活动的老人会会长，也有把爱好变成“事业”的健身球老师……接下来，我们将陆续在《晚晴》周刊刊登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通过他们精彩的晚年生活，感受咱厝老年朋友的“最美夕阳红”。

年龄从不是生活的束缚，热爱从不会使人老去。此次特别策划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和谐温馨的节

日氛围，同时,也为老友们送去浓浓的节日祝福，让老友们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关心和温暖。

《晚晴》重阳节特别策划

最美夕阳红 60+的生活也精彩

21日下午 3点，位于晋江市青
阳街道青新社区新世纪豪园3期的
儿童之家里，坐满了前来学习剪纸
课程的孩子。原来，这是由晋江市
妇联组织的“晋江市妇联儿童之家
专业成长课程”，授课的老师正是
张惠英。

只见张惠英拿出一张“重阳”剪
纸，和孩子们讲解“重阳”的含义，

“过两天就是重阳节了，所以我想剪
一幅重阳主题的作品，让孩子们在
学习剪纸的同时多了解一些传统节
日。”张惠英为了让第一次学剪纸的
孩子容易上手一些，特别设计了相
对简单的纸样，“就‘重阳’两个字，
这样对孩子们来说不会太复杂，学
习起来才不会有畏难心理。”介绍完

“重阳”的意义，张惠英和同伴便开
始教孩子们怎么拿剪刀，遇到不同
的花纹要怎么剪。

这样的课程对于张惠英来说，
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近几年来，她
几乎每个周末都忙碌在各个剪纸
义务课上，传播剪纸文化、传承剪
纸艺术已经是她晚年生活中最重
要的内容。

张惠英今年 69岁，是在 8年前
第一次接触剪纸的。“2015年，晋江
市老年大学开设剪纸班，我第一时
间就去报名参加了。”那之前，张惠
英一直在家照看孙子，直到孙子上
小学后，她才有了自己的时间。“那
时我就想着学点什么，看到剪纸班
招生就立刻报名了。”从此，一双巧
手、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张惠英剪
出了大千世界，也剪出了精彩的晚
年生活。

“刚学习剪纸的时候，我每天
晚上都要学到很晚。”原来，剪纸
并不是拿起剪刀就行，剪之前要
构思、绘画，是一项集绘画、裁剪
于一体的传统技艺。要做好剪

纸，不仅要有扎实的功底，还要有
耐心和巧劲。没有一点绘画基础
的张惠英学习起剪纸就很吃力，
但是凭着热爱，她从临摹开始，不
断学习。课堂上老师一笔一画地
教，回家后，她就看着图一遍又一
遍地画，一幅简单的图案都要画
上好几遍。渐渐地，她掌握了绘
画的技巧，可以不再临摹，而是创
作自己的图案。

2015年年底，学习了一学期的
剪纸班第一次参加老年大学的成
果展，张惠英和同学们的作品获得
了好评，这给了她很大的信心，“获
得大家的认可，我很开心，也很有
成就感。”从那之后，她学习剪纸的
热情就越发高涨，熟能生巧，随着
时间的流逝，她的剪纸技术也越来
越好。她加入晋江市剪纸协会，成
为志愿者，开始到各个社区去义务
教剪纸。

这些年来，张惠英教学的足迹
遍布晋江，除了市区各个社区的儿
童之家，新塘、金井、紫帽、龙湖、深
沪等乡镇学校或者老年活动中心
的课程，她都去教过。此外，她还
参加晋江市举行的各类公益活动，
只要有需要，她都会义不容辞地说
走就走。

每周五下午，是张惠英在新塘
道南小学的教学时间，“我在这个
地方已经上了最少五年的课了。
虽然说传统文化要从小教起，但太
小的孩子坐不住，而且画画和剪这
两个动作对于太小的孩子来说也
不容易。”张惠英记得，在道南小学
上课时，有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因
为画不出剪纸的样来，躺在地上大
哭了起来。“后来，我们就都从三年
级的学生开始教起。现在，教过的
孩子已经毕业了好几届。”

现在的张惠英，每天都过得很

充实，早上 6点起来就在小区打一
个小时乒乓球，除了台风天，几乎
每天都去。而每周二到老年大学
上课、每个周末参加剪纸义务课程
都是固定“节目”，“剩下的时间就
在家里剪纸，做一些上课的准备。”
张惠英说，每一次上课，她都要提

前准备好材料，先画纸样，再去复
印，然后把纸样和红纸装订在一
起，便于学生们操作。“有时要准备
到凌晨，活动多的时候都忙不过
来。”说起为剪纸忙碌的生活，张惠
英就笑得很开心，“老了，有一个爱
好可以忙碌挺好的。”

69岁张惠英：热心传承剪纸艺术的老年志愿者

1944年出生的蔡笃辉今年已
经80岁了，在这个颐养天年的年纪
里，他依然闲不住，每天忙着学习
诗词、闽南四句等传统文化。“除了
上课时间，我每天中午都到小区老
年活动中心去看报纸，看两个小
时，再回家午休半小时，起来后就
写作。”蔡笃辉的写作内容非常广
泛，有散文、诗词、闽南四句等，而
他最喜欢的便是诗词。

说起蔡笃辉与诗词的渊源，得
从 23年前说起。早在 2000年的时

候，蔡笃辉就有接触诗词作品了，
“那个时候就只是喜欢读诗词，没想
过自己也可以写。直到有一天在陈
埭下乡的路上，我突然有感而发，便
写下了第一首诗，那时觉得挺顺口
的，直到真正开始学习诗词写作后
才发现，那纯粹就是一首打油诗，和
正儿八经的诗词一点也不沾边。”蔡
笃辉依然记得那首诗是怎么写的，
在他的笔记本里，整整齐齐地写着
每首诗的写作时间。在那本陈旧的
本子上，记者看到开头写着“诗词习

作”，第一首《江头行》写作时间赫然
写着2000年7月8日，“说起来，这是
我写诗的入门，从那时到现在一晃
竟然有20多年了。”

2004年退休后，蔡笃辉被单位
返聘，又工作了5年。2009年，终于
正式退休的他，突然不习惯闲下来
的生活。“工作的时候生活很规律，
每天都有得忙，突然闲下来就有点
不习惯了。”于是，蔡笃辉选择到老
年大学学习。2009年，蔡笃辉成为
老年大学诗词班的一员，如今，他
依然还在这个班上课。“常学常新，
每年都能学到新的东西。”这几年
来，他明显感觉到诗词班的课越上
越有意思了。“以前上课没有教材，
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课程没有
连贯性。现在有教材了，老师的教
学方法也多样化。”蔡笃辉在诗词
班不仅学会了欣赏诗词，也学会了
怎么写诗词、怎么把诗词写好，这
让他很高兴，越发喜爱上课了，每
周的诗词课都没有落下。

每周一至周三的早上，蔡笃辉
都要搭公交车去学校上课。“我不
喜欢一直在家坐着，感觉人一直坐
着的话思维能力会退化。”家里离
公交车站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就
当作锻炼，每天早早地出发，慢慢

散步过去。一路上，他会想着课堂
上学的内容，也会想着自己新写的
诗句好不好，“感觉时间一下子就
过去了。”

虽然年事已高，但蔡笃辉精气
神很好，每次诗词班或者诗词学会
组织出去采风，他总是踊跃参加。

“只要是本地的采风活动，我都会
参加，比如去东石、紫帽山、草庵，
我都会去。”

“和爱好一致的人相处很放
松。我很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他
们让我的眼界更开阔。”很多人不
理解蔡笃辉这么高龄还要去学校
上课，对于蔡笃辉来说，这却是晚
年生活最精彩的部分。“我们的同
学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特长，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互
相学习，收获特别大。”蔡笃辉说。

学习了 20多年的诗词，如今，
蔡笃辉在诗词写作上有了一定成
就，他成为福建省诗词学会、泉州市
诗词学会的会员，他的诗词被刊登
在《泉州诗词》《晋江诗词》等专业刊
物上，还获得全国、省市各级的奖
项。但是，80岁的他依然乐此不疲
地奔走在学习诗词的道路上，“诗词
让我快乐，只要还写得动，我就一直
写下去。”他如是说道。

80岁蔡笃辉：诗词文化的“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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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阳节来临之际，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气，本报《晚晴》
周刊特别征集有关重阳节的主题作品，表现形式可
以为摄影、绘画、书法、剪纸等。征集发出后，我们收
到了不少老友发送的作品。即日起，《晚晴》才艺秀
栏目将陆续在版面上选登优秀作品，通过优秀作品
多角度展示老年人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从而营造
崇文尚艺、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的社会新风。

摄影作品：《簪花过节》
作者：庄天民（男，1948年生）

剪纸作品：
作者：陈细凤（女，1953年生）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才艺秀·重阳主题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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