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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秀场

“五一”假期将至，你的行程
安排好了吗？世界是嘈杂的，古
村是宁静的。在古村，有诗意的
田野古屋，有日色渐慢的生活，
有千年传承的习俗……非常适
合老友们出游。

春夏交接之际，老友们不
如到福建古村去，与遮天蔽日
的绿色为邻，与奔流的泉水做
伴。

龙岩连城·培田村
培田村位于龙岩市连城县

宣和乡。这里私藏了800年的
明清时期古民居建筑群，30幢
大宅、21座祠堂、6处书院、1条
千米古街、2座跨街牌坊、4处
庵庙道观，还有充满古早味的

老街、远处的满目山脉、城市少
见的红色土壤。清晨或傍晚，
在溪水边洗衣服的当地人，恬
静安详的老人倚靠在门口……
到培田村去体验原汁原味的客
家古村气息，扎竹灯笼、乡村舞
龙、植物扎染、制花草纸、客家
擂茶等等，过个逍遥安详的乡
村生活。

三明尤溪·桂峰村
桂峰村位于尤溪县洋中

镇。这里像现实版的绿野仙
踪，青山碧水，白墙蓝天。斑
驳古墙的明清建筑，古民居、
古祠古庙、古井古厝层层叠
叠。石印桥的两边古树环绕，
茶楼、酒肆、小作坊林立。蔡

氏宗祠、祖庙必定要打卡，飞
檐宽枋大梁，还有科举捷报的
牌匾，让你感受村子的历代儒
风不减。沿着青石，黄土铺就
的小路往高处走，鸡鸣犬吠响
彻耳边。登高望远，整个村落
尽收眼底，错落有致的屋檐让
人倍感惬意而安详。

福州永泰·大喜村
大喜村位于福州市永泰

县嵩口镇东南部，从福州驱车
前往大喜需要2小时。进村路
上，穿过一座石头桥，就看到
村口处竖立着“大喜村”三字
的石碑。村中央是一个巨大
的水库，被誉为“小泸沽湖”，
旁边还有分支的小溪流，湖边

有个塔楼，都适合户外露营。
水库清澈见底，像一面镜子，
映照着群山的绿，水库两旁的

青山上点缀着些许人家。大
喜村的水库与乡村的烟火气
完美融为一体。

欢乐出游“五一”省内出游 去寻找绝美古村落

张成康不仅自己努力追求爱好，也带动了
身边很多唱歌爱好者追梦。“我一把年纪，老了
才开始学唱歌，可能因为这样，带动了村里许
多人一起参与到唱歌的队伍来。为此，我们还
组了一个班。”张成康说，在简美雀老师那里大
约学了半年时间后，他带动了村里一些爱唱歌
的人，组了一个班，邀请老师到村里上大课。

“大课班利用晚上上，上课的学生有时有20多
人，有时有10多个，也是一周一节课。来上课
的有四五个小孩，最小的 7岁，其他有四五十
岁的，也有六十多岁的，有男有女，特别热闹。”

“不仅自己学习，还带动了很多土垵村爱
唱歌的朋友一起学习，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

事情。”简美雀告诉记者，她现在每周都会到土
垵村教大课，“这些学生都很认真，有两个小孩
去参加省里的歌唱比赛还获得了名次。”

如今，张成康在闽南语圈子里小有名气，
大家都知道有一位爱唱歌的古稀老者有自己
的原创歌曲。也会有人邀请张成康去演出，

“偶尔会去参加演出，但多数是不去的，毕竟我
唱歌是因为喜欢，也是为了养好身体。”张成康
说道。

如今，他还在不断地学习中。“现在每天都
在学，唱歌也要慢慢锻炼，人生都是活到老学
到老。就像我的歌里唱的一样，‘一步一脚印’
才有了现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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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你还会为爱好努力吗？

在咱厝，有一位老者，73岁时想学

唱歌，75 岁找到专业的老师学习。学

习唱歌三年后，他从找不着调的零基

础学生到能够自如地登台表演，并且

出了三首原创歌曲。更难得的是，他

还带动了村里几十位唱歌爱好者一起

学习，邀请老师到

村中教课。如今，

78 岁了，他依然

在学习的路上。

他就是来自晋江

内坑镇土垵村的

张成康。

“我以前没唱过歌，老了才开始想唱歌，一
张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调，只会
乱喊。”张成康说起自己刚开始唱歌的事，有点
不好意思。

张成康3岁时，父亲便出外谋生。从此，他
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十几岁就开始工作讨生
活了，他先是做了 20年的煮糖师傅，后来又开
始做塑料贸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直到儿女
成人并挑起家庭的担子，张成康才有了休闲的
日子。幼年时，张成康就喜欢唱歌，可是艰苦
的生活让他无暇考虑自己的爱好，等到终于闲
下来的时候，学习唱歌的想法在他的心里疯狂
地成长。

于是，他开始摸索着唱，可是没有基础的
他唱出来的歌完全不着调。“别人听了跟我
说，不管唱得好不好听，最少要唱在调上，可
是那时的我哪里知道什么是调。”于是张成康
去请教一些会唱歌的人，“我问他们有没有老
师教，现在退休没事做了，想去跟老师学唱
歌，听说唱歌也有养生作用。”当时，73岁的张
成康一心想学唱歌，到处找会教唱歌的老
师。“一开始找了两个老师，都不是专业的，学
得‘四不像’，后来遇到简美雀老师，她慢慢教
我，我才真正开始知道唱歌是怎样的。”张成
康说道。

“一开始去找简美雀老师学的时候，一周
一节课，每次要去上课，我就打车去，大概要40
分钟，学完再打车回来。”张成康说，虽然要来
回奔波，但那一节课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一节
课有2个小时的时间，他总觉得太短。

“成康兄是我教过年纪最大的学生。”张成
康的指导老师简美雀说道。简美雀是著名的
闽南语歌手，也是专业的闽南语歌曲老师，教
出许多在闽南语歌曲界享有盛名的歌手，她的
学生遍布厦漳泉地区。对于张成康这个年纪
最大的学生，简美雀尊称他为“成康兄”，以表
达她对这位长者的敬佩之情。“我一直觉得他
是值得我们敬佩和效仿的长者，第一点就是他
虽然 78岁了，但学习态度特别认真，我从来没
见过一个学生那么认真，一群人在那里聊天，
他一个人会在那里念念有词，手上还比画动
作。等车的时候，他也不放过时间，就在那里
练。我觉得他值得很多后辈学习。”简美雀说，

“有人问我说：‘简老师，我都四五十岁了才开
始学唱歌会不会太老？’我都说：‘四五十岁算
什么，人家78岁还这么认真在学。’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不为梦想努力？”

在简美雀老师那里学习了之后，张成康有
了很大的进步，他开始可以驾驭很多闽南语歌
曲。“如果能有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就好了。”
这样的念头渐渐出现在张成康的脑海里。

有一天，在和简美雀聊天时，简美雀知道
了他的人生经历，于是建议他用自己的人生故
事入词，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在简美雀的
帮助下，邀请了词曲作者为他量身定制了一首
原创歌曲。“这首歌叫《成功好名声》，是描写我
本人的故事。里面的歌词每一句都是我的人
生经历，当第一次唱响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
激动，没想到五音不全的自己可以唱歌，还拥
有一首自己的歌。”张成康说起第一次唱《成功
好名声》时的情形，依然很激动。

“他是75岁来找我学习的，那时他可以说
是完全零基础的，音准不行，节奏也不行，但是
经过了三年的学习，他进步很大。他的音准、
节奏有很大的进步，他的高音以前都不着调
的，现在都唱得上去。”简美雀介绍，因为年纪
大、声带受限的原因，张成康学习唱歌并不容

易，但是因为他的热爱和努力，他的歌唱技巧
也越来越成熟。

再后来，张成康又推出了两首原创歌曲，
“一首《妈妈的恩情》是写给母亲的，一首《我的
故乡厝》是在我小时候住的百年古厝重修的时
候写的，这两首歌和《成功好名声》对我来说都
很有纪念意义。”张成康介绍，《妈妈的恩情》是
在其母亲百岁生日时写的，“我的母亲今年102
岁，百岁的时候，想到过去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的生活，心里很感谢母亲，也想表达一下儿子
的心意，便用歌声唱出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而
《我的故乡厝》则是为了纪念从小生活的地方，
纪念祖辈。”

如今，这三首歌曲在点歌平台都能够点
到。看着平台里的歌，张成康很是高兴，“以前
不会唱的时候，学会一首歌就觉得不错，就敢
大胆地去录。现在经过老师的教导，一年比一
年进步，想着重新录一首会不会更好。后来想
想，这把年纪能有这些歌做纪念就很好了，很
知足了。”

带动村民学唱歌

73岁开始学唱歌

出版三首原创歌曲

摄影作品：《海上洛伽寺》
作者：蔡榕（女，1957年生）

摄影作品：《一比高低》
作者：蔡清伟（男，1955年生）

剪纸作品：《劳动光荣》
作者：洪金枝（女，1954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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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张汉阳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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