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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2024年的春节即将来临，对于许多家庭来
说，出国旅游成为一种新的团圆方式，一家人一
起去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成为人生中难
得的记忆。据了解，随着寒假和春节临近，出国
出境游的旺季也快到了。那么，哪些国家适合
带着老年朋友出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澳大利亚悉尼
踏上悉尼的土地，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仿

佛给了人们无限的活力。漫步在悉尼歌剧院的
旁边，感受着海风拂面，远眺碧蓝的海水与壮观
的悉尼海港大桥，这一刻让人心旷神怡。而在
悉尼塔上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让人沉醉在璀
璨夜色中。

泰国清迈
清迈的寺庙宛如童话世界，金碧辉煌的屋

顶闪耀着阳光。品尝泰式美食，辣而不失鲜美，
真可谓舌尖上的狂欢。漫步在清迈夜市，琳琅
满目的手工艺品和当地特色商品，让人流连忘
返。

法国巴黎
巴黎，浪漫之都，充满了艺术氛围和浓厚的

历史底蕴。傍晚时分，在塞纳河畔散步，看着埃
菲尔铁塔逐渐亮起，让人心生敬畏。参观卢浮
宫，欣赏大师级的艺术作品，仿佛穿越了时间和
空间。品味法式料理，香浓的蜗牛、细腻的奶油
蛋糕，每一口都是味蕾的享受。

新西兰皇后镇
想要领略壮丽自然之美，皇后镇是绝佳的

选择。冰雪覆盖的山脉、湛蓝的湖水、瀑布倾泻
而下，构成了这个精灵般的国度。乘坐抵着湖
面飞行的飞机，俯瞰美景，那种刺激和震撼让人
永生难忘。还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羊肉和蜂蜜，
清新而美味。

西班牙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沉浸在阳光的海岸城市。在那

里，可以参观圣家大教堂，感受高远的艺术灵感
与建筑奇迹。漫步于狭窄的街道上，发现令人
惊艳的建筑和鲜艳的涂鸦，这个城市仿佛整体
都融入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当地美食有西
班牙阿方索式海鲜饭、火腿和沙拉。

荷兰阿姆斯特丹
自行车成了阿姆斯特丹的代名词，你可以

穿梭在这座城市的运河边，感受它独特的魅
力。游览安妮的房间博物馆，走进她饱经风雨
的内心世界。晚上，坐在咖啡厅里，点上一杯香
浓的荷兰咖啡，舒服地享受着宁静。

瑞士苏黎世
苏黎世是瑞士的经济中心，也是自然美景

与现代都市的完美结合。逛遍巧克力厂和钟表
店，乐在其中。而登上乌尔金山，鸟瞰苏黎世湖
与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色，令人感到无比震
撼。在瑞士尝一口正宗的奶酪火锅，让人心旷
神怡。

摄影作品：《甜蜜蜜》
作者：丁秀英（女，1952年生）

“年纪越大越要多动动，不能
一直躺着，躺多了对身体反而不
好。”陈木辉说自己闲不住，没事做
无聊就找事做。

他在家中一楼专门做了一个
工作室，里面的书桌上铺着宣纸，
旁边叠放着许多写好的春联。在
工作室的外面，有一副专门下象棋
的桌椅，桌上的象棋比普通象棋大
很多，单是棋子直径就有十多厘
米，比常见的要大上好几倍。除此
之外，一楼还有乒乓球桌，工作室
里还有笛子、葫芦笙、二胡等乐器，
这些都是陈木辉的宝贝。

陈木辉喜欢乐器是受父亲的
影响。“我父亲会很多的乐器，我从
小在他的熏陶下就对吹拉弹唱也
有兴趣了。”初中时，陈木辉开始学
习笛子，在部队，笛子成了他的好
伙伴，一有空就会拿起来吹，战友
们也都很喜欢听他吹奏。上世纪
70年代，陈木辉在上海逛街时看中
了一支笛子，可是要价 15元，“那
时，15元不是个小数目，我太喜欢

了，最后还是咬牙买了下来。”
“葫芦笙本来是我孙女在学

的，没想到后来她没学，我倒喜欢
上了。”陈木辉拿起葫芦笙，随手便
演奏了一曲，流畅动听的音律让人
很难想象他才学了不到一年的时
间，“可能是会吹笛子的原因，学习
葫芦笙就比较快。它们都是管状
乐器，原理一样。”

学会了葫芦笙，陈木辉又学起
了二胡，“我很喜欢二胡的声音，现
在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开始拉二胡，
练习曲目。”陈木辉说，他现在把一
天的时间安排得很丰富，没有去上
课的时候，他每天早上就拉拉二胡，
等到九点多，一起下棋的棋友们来
了就下棋，然后写写字，到了下午就
打打乒乓球，吹吹笛子、葫芦笙，或
者和老友们打打麻将。“要是棋友和
麻友们没空，我就打开手机，在网上
下棋。兴趣多，不怕无聊。”陈木辉
说，年纪大了，才发现有兴趣爱好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看，每天吹
拉弹唱、写写字，多么快乐！”

晚晴人物

陈埭73岁陈木辉：乐享“晚晴”
1月15日上午，在晋江陈埭鞋都电商城

A栋一楼大厅里热热闹闹、人来人往，原来，
这里正在举办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现场邀请
了多位书法好手现场书写春联。只见大厅
里铺满了写好的一副副喜庆吉祥的春联，商
城的众多商户在现场驻足，挑选自己喜爱的
新春对联。而一边，四位老者正在奋笔疾
书，这其中便有73岁的陈木辉。陈木辉是咱
厝陈埭镇苏厝村人，自幼喜欢书法，6年前，
他结束了忙碌的生意，开启快乐的晚年生
活，除了写书法，他每天下象棋、吹笛子、拉
二胡、学葫芦笙演奏，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安
排得丰富多彩。

义写春联现场，陈木辉一副接着一副地
书写着，身边排满了等待的人。

“老师，可以给我写个不一样的春联
吗？”两个小伙子拿着一张相片问陈木辉。
陈木辉好奇地看过去，只见相片里的上联
写着“行大运想啥来啥”，下联写着“赚大钱
要啥有啥”，横批写着“哈哈哈哈”。陈木辉
看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副春联果然
不一样，有意思！”说完，他便铺开纸，二话不
说写了起来。不一会儿工夫，这副特别定制
的春联就完成了，两个小伙子开心地拿着春
联拍起了相片，“我们要好好地收藏起来，谢
谢老师。”小伙子很开心，陈木辉也很高兴，

“很高兴大家喜欢我写的春联，希望在新的
一年，大家也能像这副对联里所写的一样，
想啥来啥，生活笑哈哈。”

陈木辉告诉记者，这是他第四年到电商
城来义务写春联了。“今天现场要写 260对，
我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写。除此之外，我还带
了提前写好的 100副对联过来。”原来，这次
义写春联活动的时间只有一天，“从上午写
到下午，一个人也就只能写五六十副，怕来
不及，就提前在家里写好一些带过来。”陈木
辉说，每年从腊月开始，他就会开始写春联，
除了活动要用的春联以外，乡邻亲友也都会
来要春联，“都要提前写，不然后面都来不
及。我这几天在家里每天都要写上 10副对
联。”陈木辉说，这些年，他每年最少要写三
四百副春联。

早在 6年前，陈木辉就开始参加各种义
写春联的活动，“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到部
队、消防队或者老人会去义写春联，有的活动
是书法协会组织的，有的是老人会组织的，只
要有空，我都会参加。”陈木辉说，每年义写春
联的活动都是在腊月，天气很冷，“很多活动
都是在户外举行，经常写着写着手就冻僵
了。手冷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风大，春联
纸会被吹得到处飞，我们只好一边写一边到
处找砖头压纸。”说到出去参加义写春联的活
动，陈木辉说，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我写书法只是爱好，写得不
好，但是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
我很开心，很多人拿着春联和我合
影，我都特别高兴。”陈木辉和书法
结缘于小学时。“那时，学校有书法
课，教大家写毛笔字，我特别喜欢，
每天回家都拿笔写。”

没想到两三年后，大家都说他
的字写得不错，在大家的鼓励下，
他和弟弟两个人便在春节前到街
上摆摊写春联。“一放寒假就去街
上摆摊，一副对联卖 1毛钱，没想
到到春节的时候赚了三四十元。”

陈木辉说，那时候的三四十元比普
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从此，
每年寒假，他和弟弟都会相约一起
去摆摊。“现在我弟弟的书法写得
比我好。我们到现在都还是一起
写书法、一起学习。”就这样，陈木
辉卖了五六个春节的春联，直到16
岁那年去当兵，才结束了寒假摆摊
的经历。

摆摊卖春联的经历让陈木辉的
书法技艺不断地精进，“要不断地练
习，写得好，别人才愿意买。”当兵
时，因为会书法，他在部队里也成为

各种宣传活动的主力。陈木辉当兵
回来后就开厂做生意，那时候，忙着
做生意的他，很少有时间能够静下
心来写书法。

“6年前我才正式开始退休的
生活，那时就和弟弟他们相约去报
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大家在一起
学习更快乐，而且有相同的兴趣爱
好，可以交流探讨。”如今，陈木辉
依然在老年大学上课，“学无止境，
虽然大家都说我的字还可以，但是
我要学的还有很多，活到老学到老
嘛。”陈木辉笑呵呵地说道。

连续6年义务写春联

学习书法 从小学到老

吹拉弹唱 快乐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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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纸作品：《快乐生活》
作者：陈紫云（女，1956年生）

摄影作品：《小河弯弯过田园》
作者：蔡榕（女，1957年生）

老友春节出国游
线路推荐

欢乐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