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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11月22日，

在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道中冶一曲江山社区，精神

矍铄、声音洪亮的赵桂枝一边详细讲解曲谱，一边

指挥学员们练习演唱。每个周三下午，她都会来这

里教大家唱歌。

说起赵桂枝，课堂上的学员们都抢着介绍。“赵

老师是我们的榜样，唱歌、跳舞、画画样样都在行。”

学员刘阿姨介绍起赵桂枝来格外自豪。“赵老师不

仅才艺多，还是个热心肠，平日社区很多活动都是

赵老师组织的。”社区工作人员黄锐棋说。

今年68岁的赵桂枝退休前是空军西安军械修理

厂的一名宣传干事。谈及自己的音乐之缘，赵桂枝

说，自己从小喜欢唱歌跳舞，虽然从事的不是与音乐

有关的工作，但她始终坚持歌唱，不论是在单位、在家

里还是举办的各种活动中，都能听到她的歌声。

退休后，赵桂枝发现社区里有许多退休老人和

她一样，每天除了做饭带孙子，几乎没有机会重拾

自己的爱好。于是，她联系了一帮志同道合的退休

姐妹，在社区成立了朗诵合唱班。慢慢地，人越来

越多，吸引了众多唱歌朗诵爱好者参加。

社区还专门为朗诵合唱班设置了固定的教学

场所，目前成员已达60多人。

“人老心不老，老亦不老。”这是赵桂枝的宗旨。

每次上课前，赵桂枝总是嘱咐学员们一定要打扮

漂亮，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来上课。

“当初把大家组织起来的宗旨就是希望老年人

和谐、快乐、健康，希望带领大家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赵桂枝说。

不计报酬、不求回报，虽然是免费授课，但

赵桂枝格外认真，不论刮风下雨，每周三准时上课，

即使家中有急事，她还是以团队为重，从不耽搁。

赵桂枝也曾打过退堂鼓，每次演出活动的时间

地点、服装道具都是她一人操心，十分耗精力，但当

看到学员们演出时脸上那高兴的笑容，赵桂枝告诉

记者，只要自己身体还健康，她就要一直带领大家

唱下去。

今年重阳节，赵桂枝带领团队前往老年公寓慰

问演出，为老人们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飘落》

等歌曲，与老人们一起联谊，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能给那么多老人带来快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特别是对于已经走入暮年的老年人，对他们来说

弥足珍贵的不是钱也不是物，而是求之不得的快乐。

赵桂枝说：“唱歌能让老年人的生活不再孤单乏味，只

要唱起来，他们所有的烦恼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我希望

让老年人在歌声中找到快乐，‘唱’出晚年幸福。”

赵桂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3年来，她

作为“引领者”，用歌声感召、感染着身边一批批老

年人，让老人们在歌声中找到快乐，促进了学员之

间的互学互助，共同探讨声乐技巧，丰富了他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

“作为一名民间手工艺人，我认

为在继承技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

扬和传承。”11月23日，记者电话联

系到吴美玲时，她刚刚结束在高陵区

第四中学的授课。当天，吴美玲给学

生们讲授了民间手工艺布老虎的制

作技艺。谈及传承，她感慨万千。

今年66岁的吴美玲家住西安市

高陵区商家村。小时候，吴美玲的外

婆、母亲都是靠做女红补贴家用。在

家人的影响下，吴美玲高中毕业后

便开始学习制作虎头鞋、布老虎等手

工艺品。

制作布老虎和虎头鞋看似简单，

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在制作过程中，

最难的就是老虎的眼睛和嘴巴，眼睛

要有神，眼球的黑白比例必须近乎完

美，老虎的嘴巴要靠一针一线缝制而

成，缝制必须自然，既要展现出动物

的灵性，又要表达出吉祥如意的寓

意，这些靠的都是扎实的基本功。

“首先要学会观察，然后练习设

计，最后练缝纫功夫。”吴美玲说，为

了练好缝纫功夫，针头曾无数次刺破

手指，但为了心中梦想，她从未抱怨

和放弃，就这样练习了 1 年多时间，

熟练掌握了各种缝纫技巧。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练

习，吴美玲不仅掌握了各式布老虎和

虎头鞋的制作技艺，还创作设计了

一些喜鹊、百灵鸟等手工艺品，朋

友们对她的手艺大加赞赏。

2010年6月，高陵区组织辖区手

工艺人参加一场拍卖会，并在西安民

生百货大楼旁临时搭建起一个摊位，

充分展示手工艺人的作品。拍卖会

当天，吴美玲制作的布老虎和虎头鞋

最受欢迎，她带来的手工艺品在2个

多小时里被一抢而空。

“当时心里很高兴，没想到我的

作品深受大众喜爱。”吴美玲说，通过

这次拍卖会更坚定了她传承和发展

民间工艺的信心。

从此以后，平日里喜欢独坐家中

创作的吴美玲，开始挨家挨户鼓励大

家加入手工艺品的制作行列。商家

村家庭妇女较多，且都有一定的缝纫

基础，在吴美玲的示范引领下，大家

纷纷响应。

“自从跟着吴姐做了手工艺品，

不仅丰富了文化知识，还能靠着手艺

补贴家用，可谓一举两得。”村民王美

玲说，在吴美玲的带动下，商家村

10 余名家庭妇女靠着制作手工艺

品，每年收入近5000元。

为弘扬传承传统文化，近年来，

吴美玲多次走进企业、走进学校授课

讲学。尤其是在学校，吴美玲很受学

生们欢迎，大家都夸她有一双精致的

巧手。在此期间，她也琢磨出一套独

特的教学方法。

“给学生讲和给成年人讲不同，

基本功更重要。”吴美玲说，在给学生

授课时，她会先让学生在布上练习

缝制线条、圆点，再到简单的图形、

汉字笔画等，循序渐进，等学生们

全部掌握了，她才开始教授图案的

缝制和搭配技巧。

在授课中，吴美玲十分注重理论

学习，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内容一并讲

给学生听，在传承手工技艺的同时，

让更多学生爱上中华文化。

吴美玲说，自己虽然已年过花甲，

但弘扬传承民间手工技艺的心永不会

变。今后，她将用更多时间走进课堂，

把更多精致的手工艺品展示给大众，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手艺传承人。

“退休不退志，要过好每一天。”11月23日，西安

市莲湖区土门街道益民坊社区活动室里，孟晓正在

和社区工作人员交流。

“孟大姐是一位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人，值得我

们学习。”社区工作人员李青对孟晓的生活态度赞

不绝口。

今年66岁的孟晓是西安一家企业的退休职工，

从小就喜欢跳舞，经常偷偷对着剧照自学或模仿舞

蹈动作。早在读初二的时候，孟晓就展现出过人的

舞蹈天赋。当时学校正在筹备一场文艺演出，舞蹈

队的排舞老师正为一个舞蹈动作如何表现而发愁，

在排练队伍中的孟晓走到老师面前，对着老师做了

一个肢体动作，老师眼前一亮，“卡壳”的排练又正

常进行起来。

虽然有天赋，但受其他因素影响，孟晓并没有

坚持练习舞蹈。直到工作后，她才重拾兴趣。

“舞蹈动作不能光有形，还要有‘势’，要做就做

到最好。”孟晓说，在工作期间，每年的企业文艺汇

演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每次演出结束后，她都会认

真倾听观众的意见，以便自己对舞蹈动作和舞蹈

编排的不足之处进行改善。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也要让精神生活丰

富起来。”2007年，退休后的孟晓生活节奏一下子慢

了下来，社交圈也骤然缩小。在朋友们的建议下，

她加入省文化馆合唱团，经常随团学习、排练、演出。

“我的舞蹈动作再次让老师眼前一亮。”2009年，

孟晓离开合唱团，决定对舞蹈来一次系统学习。

经人介绍，她找到一位专业舞蹈老师，因为有舞蹈

基础，她希望从成品舞开始学习。这样的要求让老

师有所顾虑，但孟晓通过一系列舞蹈动作的展示，

最终如愿进入成品舞班。

有一年，孟晓随艺术团在韩城演出，当她在舞

台上表演独舞《父老乡亲》时，发现靠近舞台的观众

区有位大妈掩面而泣。等到表演结束后，她特意来

到观众区并找到那位大妈，与她聊家常、谈观感。

那位大妈告诉孟晓，她从舞蹈中感受到了孟晓充沛

的情感表达，激发了情感共鸣，以至于落泪了。这

件事对孟晓的触动很大，也影响了她的艺术之路。

“用最美的肢体语言舞动老年生活，让每部作

品饱含心血。”孟晓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自己

没有更多精力进行高强度的舞蹈排练了，更专注于

幕后的舞蹈编排，但这份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一

点儿也没少，无论是脚上动作还是手上动作，她都

不会放过每一个细节。有时候，半夜忽然有了灵

感，她就会爬起来跳一下，觉得合适就记下来。正

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孟晓编排的节目得到

了参与者和观赏者的一致好评。

功夫不负有心人，孟晓受一家企业之邀编排的

舞蹈《丰碑》获得了全国舞蹈比赛区域第二名的好

成绩。“孟老师真棒，我们居然拿到了。”获奖后，表

演队成员拉着孟晓的手激动地说。

“年轻人的韧劲让我感动，我只能更用心去编

排舞蹈。”孟晓说，当时的排练安排在下班以后的

时间，队员们结束当天工作后，还要进行舞蹈排

练，非常辛苦，但她们从不喊苦、不叫累，这让她深

受感动。考虑到多数队员没有舞蹈基础，编排期

间，她经常熬夜构思舞蹈动作和“小妙招”，以增强

演出效果。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我要享受每一天，把每一

天都活出精彩。”孟晓说，目前她“本色出演”舞台剧

《等你回来》中老太太一角，该剧正处于排练阶段，

希望能尽快与大家见面。

“马爷爷，谢谢你送我的画像，

我很喜欢！”11月22日晚，在西安市

碑林区长安大街3号院小区，6岁的

小男孩卓卓从马炳军家中跑出来，手里

拿着一幅水彩画兴高采烈地说道。

65 岁的马炳军精神矍铄，经常

穿一身熨烫得笔直的西装，梳着整齐

的背头，皮鞋擦得锃亮，即便已退休

5年了，他依然对自己的“造型管理”

一丝不苟。卓卓是马炳军楼下的小

邻居，也是他的“御用小模特”和“小

粉丝”，经常跑来家里跟他学画。

记者跟着马炳军好奇地来到他

家的书房，这里也是他的“画室”，一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就是铺满一地毯

的画作，有素描、有国画、有彩笔画。

马炳军对各种画风都有涉猎，每幅作

品都栩栩如生，足以看出其深厚的画

功，特别是人物画像，眼神的聚焦、肌

肉的走向活灵活现，人物神态和五

官的塑造张弛有度。

“画画就得抓住这个‘神’字，有

神这画才有灵魂。”拿起几幅作品，

马炳军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讲述起

他和画画的不解之缘。

小时候，马炳军极富绘画天赋和

热情，15 岁那年以文艺兵身份进入

部队，做了 3 年版画宣传工作。其

间，他经常跑到各地画整墙的红色宣

传版画，素描水彩国画油画样样拿

手。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有幸随中

国当代著名画家、黄土画派开创者刘

文西大师在陕北一起写生，并得到过

大师的指导点拨。

“十多年前经过绥德县呜咽泉村

时，我还看到了当年画的 3 米高的

版画。”马炳军拿出手机，翻出多年前

拍的照片给记者看，那是一堵斑驳的

土墙，一位饱经风霜、头戴白羊肚

手巾的陕北汉形象呈现在眼前，虽历

经几十年风沙侵蚀，残存的轮廓痕

迹依然清晰。

和大多数人一样，马炳军后来因

为被分配的工作与美术无关，加上工

作繁忙，逐渐与绘画失之交臂。直到

退休后，马炳军才重拾被放置了三十

多年的画笔，以求在晚年圆了年轻时

的绘画梦。

“刚退休那会儿，生活很无聊，

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却根本不知道

干啥好。”马炳军说，那时他也没想

过要画画，毕竟三十多年没碰过画

笔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始。“那

时候主要还是坐不住，心没静下

来。”马炳军打趣道。

2020年，受疫情影响，被封在家

的马炳军偶然在手机上刷到一条

“0 元国画体验课”的视频，这一下子

唤起了他沉寂多年的儿时梦想。

“我先体验了7节零基础国画直

播网课，跟着老师的指导，慢慢临摹

找感觉。”马炳军说，每节课后，学员

们都会在课程微信群里发自己的作

品，而他由于基础功底好、学得快，作

品便在学员中脱颖而出，屡次受到老

师和其他学员的称赞，这让他画画信

心大增。

“免费体验课之后，我还报了他

们线上素描班、彩笔画班、国画班。

感觉突然找到了年轻时每天废寝忘

食‘画画’的状态。”马炳军兴致勃勃

讲着他的线上求学经历。

今年开始，马炳军尝试为身边的

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作画，要么给他发

来一张照片，自己选择一种画风作画；

要么到他家做客，现场来个速写。

“因为我只擅长写实画，不善于

创作，所以给身边人画画都是免费

的，看到他们拿着画开心的样子，就

觉得自己这门才艺还挺有用。”

马 炳 军 说 ，退 休 后 就 想 做 个

“画匠”，就像年轻时全身心投入壁

画和版画那样，只想勤勤恳恳专注

每一幅画。如今，马炳军已为五六

十位亲朋邻居作过画，画技也在不

断磨炼中增进。最近，还有一些邻

居家的小孩没事来家里学画画，这

让他更觉得肩上责任重大，不敢有

丝毫懈怠。

从三十多年中断到重执画笔，从

零基础到进阶班再到大师班，马炳军

边学边画、边画边学，一步步朝着

他的“画匠梦”前进。

吴美玲：传承技艺之心永不变

马炳军：老年终圆“画匠梦”

孟晓：舞出最美的老年生活

赵桂枝：“唱”响幸福生活新乐章

□ 记者 殷博华

吴美玲和她制作的手工艺品 受访者供图

□ 实习记者 马尤翼 记者 赵婧

马炳军在整理画作 实习记者 马尤翼 摄

孟晓参加社区活动 受访者供图

□ 实习记者 李济朴 记者 殷博华

□ 实习记者 秦瑶 首席记者 李荣

赵桂枝正组织学员们唱歌 实习记者 秦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