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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
妈的女儿啊，她们的妈妈叫
光明。”近日，从青岛市老年
活动中心的一间声乐教室
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这
里是21级声乐三年级3班的
课堂，老年学员们正跟随着
辛蕾老师弹奏的钢琴声，合
唱着歌曲《一个妈妈的女
儿》。他们的歌声沉稳而又
深情，每一句都承载了岁月
的沉淀和生活的感悟。

调动学员的积极性

辛蕾老师坐在钢琴前，她
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轻跳跃，流
淌出悠扬动听的旋律。她的
面庞洋溢着和煦的
笑容，眼神中透露出
对学员们的关爱与
鼓励。每一次按键，
都仿佛在与学员们
的心灵深处产生共
鸣，引领他们走进音

乐的世界。
51 岁的辛蕾

毕业于俄罗斯莫
斯科音乐学院声
乐表演专业，拥有
十多年丰富的声
乐教学经验。她
在教学中总是善
于调动学员们的
积极性，耐心细致

去感受每一位学员的需求和
变化。唱歌之前，她会带领学
员们一起朗诵歌词，体会歌曲
的意境。

“我们这个班从一开始
20多人，到现在已经是50多
个人的大班了，老年学员出勤
率都很高，在课堂上互动性也
很好。”辛蕾告诉记者，这学期
他们学习了《相逢是首歌》

《一个妈妈的女儿》《故乡的
目光》《思恋》等多首经典歌
曲，其中《一个妈妈的女儿》
是老年学员们特别喜欢的一
首歌曲。“这首歌不仅歌词朴
实感人，旋律也优美动听，非
常适合老年人合唱。”在辛蕾

的指导下，老年学
员们逐渐掌握了
歌曲的节奏和旋
律。他们的声音
更加深沉有力，用
歌声表达着对母爱
的赞美，对生活的

热爱，对友情的珍视。

助老年学员圆音乐梦

辛蕾指出，老年人学习
声乐最大的困难是气息不
足，这使得他们在演唱过程
中容易出现气短、声音颤抖
等问题，影响了整体的演唱
效果。通过她的指导，老年
学员们不断练习呼吸技巧，
努力调整气息，逐渐克服了
这一难题。他们用自己的方
式诠释着歌曲的内涵，用歌
声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未来的憧憬。

64 岁的陈素香，初学声
乐时，连基本的发声都不会，
到现在能够唱整首歌，进步
非常大。“我特别喜欢跟着辛
蕾老师上课，我现在能够唱
出完整的歌曲，整个人都变
得有自信了。”陈素香用行动
证明了只要有决心和毅力，
无论年龄大小，都能够突破
自我，实现音乐梦想。

67岁的潘永杰同样也是
零基础加入了声乐班。学习
了两年时间，不论在气息还
是在咬字方面，都取得了显
著进步。“辛蕾老师特别有亲
和力，专业能力也强，我准备
一直跟着她学下去。”潘永杰
对学习声乐，兴趣十足。

记者 安娜

老年声乐课堂：有爱有情怀 岁月入歌来

在古诗词中，树是一种常见的意象。擅
长托物言志的历代文人墨客，常常借助树的
意象表达某种观点看法或情感志向。访遍
诗山词海，古诗词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树
木当属柳树、松树和梧桐。

柳树是历代古诗词中最为常见的树木之
一。因“柳”与“留”谐音，故古人离别时，常有
折柳相赠的风俗。唐代王维在《送元二使安
西》中写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
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人
娓娓读来，情味俱深，意境两尽，堪称是送别诗
中的精品之作。柳树在此为“别离之景”。

唐代白居易亦写柳，其《种柳三咏》写道：
“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不及栽杨柳，明年
便有阴。”诗人通过亲身实践，得出了种植杨柳
以及其他树木的经验和感受。柳树在这里充
当为人提供阴凉的“有用之材”。清代高鼎的
名作《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展现
了春日乡村独有的迷人景色。柳树在这里俨
然成了迷人春色的参与者、欣赏者和享受者。

作为岁寒三友之一，松树不惧严寒，四季
常青。因此，历代文人墨客都十分倾慕松树的
品格。东汉刘桢的《赠从弟》写道：“亭亭山上
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作者以松柏为喻，勉励其堂弟坚贞
自守、不忘本心。读来，倍感情深谊长。

西晋左思别有才情，他在《咏史》中借松
喻人：“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
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
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诗人以“涧
底松”比喻出身寒门的有志之士，又以“山上
苗”比喻出身世家的纨绔子弟，形象生动。
此诗中，松树为“高尚之士”。

梧桐树干挺直，光滑碧绿，有凤凰木、青
桐、桐麻、碧梧、青玉、庭梧等雅称。在古代
传说中，梧是雄树，桐是雌树，二者同生同
死，故梧桐有“爱情树”的美誉。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写道：“两家求
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
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
通。”这里以松柏和梧桐枝叶
相交覆盖，象征焦仲卿和刘
兰芝的爱情坚贞不渝。梧桐
在这里是“忠贞之木”。

诗仙李白也曾写过梧桐，
其《秋登宣城谢朓北楼》中有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一
句，寥寥十字，便呈现出一幅苍
凉凄美的深秋画卷。该诗中，
梧桐为凄凉秋景。

莺飞草长，春光正好。让
我们约起二三好友，同至春堤
湖畔，与古诗词里的树来一场
美妙的邂逅，岂不快哉！

邂逅古诗词里的树 翟凌枫

春暖花开，又是踏青、
赏花、拍照的好季节。当花
开了，你兴高采烈地去赏花
拍照，结果到了地方才发
现，现实是，人比花多，树比
人矮。所以，如何避免拍到
路人，保证画面的纯净就很
考验摄影者的构图能力
了。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
易用的小技巧来规避乌泱
泱的游客：花高仰拍，花矮
俯拍。

当背景的花朵属于高
大型的花丛，例如梨花、桃
花、樱花等等，我们可以采
取仰拍的方式拍摄，让人物
与树冠以上的部分相搭配，
既能营造鲜花盛放的氛围，
又不会拍摄到游客，总不会
有人没事跑树顶上吧？

而当背景的花朵属于
低矮类型的灌木丛，比如油
菜花、或者是草原上大片的
鲜花，我们可以采用俯拍的
方式拍摄，这样既容纳了更
多的花朵，也很好地规避了
远处的游客。更大胆一点，

可以让模特躺在花丛中俯
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拍摄花景人像
最为重要之处是在于需要
花和人产生关联，而高度
就决定了不同花的拍法以
及人和花的互动方式。“花
高仰拍，花矮俯拍”的拍摄
方法也能让人物与花景产
生更好的互动。

拍摄花景人像时，树
干和树冠的形状很好得形
成了框架，那为什么试试
框架构图呢？让模特倚靠
在树干上，或是伫立在树
冠下，或是藏在树后，都是
极不错的构图方式。人少
的时候，走在路上，也可以
让两侧的花做框架构图，
静谧感溢出画面。

前景构图是花景人像
中最常用的构图方式，枝
繁叶茂的花枝是最好的前
景元素。在拍摄时，寻找
人物前的花朵，将其移到
镜头前，给画面增添更多
的层次和空间感。 李彤

人花合影怎么拍

56 岁的景晓红和 32
岁的雷婧菀是一对母女，
妈妈景晓红在武汉市汉阳
区老年大学学习太极拳已
经有 3 年时间。看着妈妈
每天在家练，女儿雷婧菀
也有了兴趣：“我看着她身
体强健了许多，这说明太
极拳对身体健康还是很有
用的。我虽然是‘90 后’，
但现在跑两步都喘得不
行。听说老年大学周末开
了班，我妈马上帮我报了
名，现在每周六就跟着老
妈一起来学太极拳。”

周末开班的消息传开
后，越来越多周末才有空的
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赶来学
校报名，1997 年出生的杨
林说：“我想利用周末时间
锻炼一下身体，改善体态，

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
活。”她报名了汉阳区老年
大学周末的瑜伽健身班。

“弹钢琴是我从小的梦想，
以前没有机会学习，现在能
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学习钢
琴，真的是太开心了。”1985
年出生的刘女士同时报名
了电钢琴和中医养生班。
每到周末，来老年大学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80后”“90
后”年轻学员为学校的教育
学习班注入了新鲜血液和
年轻活力。

“在老年教育资源充
足、名额有余的情况下，允
许年轻人报班学习，有利于
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该老
年大学校长陈小安表示，年
轻人与老年人一起学习，有
利于学习互助。杨帆

年龄互补 学习互助

母女一起来上太极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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