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美国友人道格
拉斯·尤金·库姆斯和8岁
的儿子来到胜利油田老年
服务管理中心，拜油田文联
剪纸协会会长李秀君为师，
开启了剪纸学习之旅（如图）。

据悉，库姆斯在美国
欧洲从事通风行业20余年，并担任
中国市场成品生产的运营总监,后来
娶了中国太太，目前定居在山东东营
市。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
被剪纸这一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所吸引，决心要
和儿子一起学习。

经多方打听和寻
找，库姆斯联系到了享
有盛誉的剪纸文化传承
人李秀君老师。油田

“五老”志愿者骨干、老
年大学授课教师李秀君从事剪纸艺
术多年，技艺高超。库姆斯和儿子
表示，自己将努力学习掌握剪纸技
艺和精髓，真正领略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通讯员 肇彦

老年大学剪纸班收了洋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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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青岛市李沧
区老年大学的教室里，一
曲悠扬的葫芦丝声飘荡
而出，如清泉般流淌在心
间。这里是 2023 级葫芦
丝中级一班的课堂，老年
学员们在张瑞竹老师的
带领下，正用葫芦丝演奏
经典曲目《乡下》。他们
用音乐诉说着晚年的宁
静与美好，用旋律描绘着生活的色
彩与温度。

走进课堂，只见学员们手中紧
握着一支葫芦丝，眼神专注而充满
热情。张瑞竹老师站在讲台前，他
的动作优雅而有力，每一个音符都
在他的指挥下流淌而出，汇成一首
首动人的乐章。

葫芦丝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37 岁的张瑞竹毕业于青岛大
学音乐学院声乐表演专
业，拥有十余年丰富的教
学经验。他专业的教学素
养和耐心的指导方式，深
受老年学员们的爱戴。“本
学期我们学习了流传度较
高的乐曲《乡下》，经过一
段时间的练习，老年学员
们都能稳步地跟着伴奏去
演奏。”张瑞竹老师兴奋地
分享着学员们的进步。他
表示，《乡下》这首曲目以其优美
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情感，颇受
欢迎。他们通过演奏这首曲子，
不仅提升了葫芦丝的演奏技巧，
更在音乐的熏陶中感受到了乡村
生 活 的 宁 静 与 惬 意 。 除 了《乡
下》，老年学员们还学习了另一首
欢快的曲目《打跳欢歌》。这首乐
曲 节 奏 明 快 ，充 满 了 活 力 与 激
情。跟着节奏欢快地跳跃着，学
员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葫芦丝音色悠扬、婉转动听，
如丝带般甜美的声音成为众多老
年学员的心头好。这款乐器操作
简单，音域较窄，无需
复杂的技巧和指法，
老年学员们就能轻松
上手。学习葫芦丝，
还可增强老年学员的

肺活量，让人心情变得愉
悦。”在张瑞竹老师的指导
下，老年学员们逐渐掌握
了葫芦丝的演奏技巧，学
会了如何控制气息、调整
音色，让每一个音符都流
淌出真挚的情感。

找到学习的乐趣和满足感

课堂间隙，学员们相
互交流学习心得和生活感悟。他
们分享着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成
长和进步，葫芦丝成为他们沟通的
桥梁。

家住李沧区中崂路、62岁的穆
凤珍，以前在老年大学学习过太极
拳和声乐，春季学期报名了葫芦丝
课程。“张老师上课非常有耐心，手
把手地指导我们，一句一句地练。
我现在每晚在家都要练一个小时
葫芦丝，练习比较欢快的乐曲时，

特别能够带动情绪，感觉自己也
年轻有活力了。”穆凤珍告诉记
者，在葫芦丝的悠扬旋律中，她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满足感。
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葫芦丝，到现
在能熟练演奏多首曲目，她的演
奏技巧也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赏和
肯定。

71 岁的李淑兰每逢出去游玩
时，都会带上葫芦丝。“我是插班
过来的，一开始担心跟不上，张老
师因材施教，教课认真负责，他总
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很快我
就融入了班集体。葫芦丝小巧易

携带，现在我出去旅游都
会带上。”李淑兰表示，她现
在已能演奏《乡下》《茶香夜
雨》《旧梦》《绿岛小夜曲》等
多首乐曲了。记者 安娜

让葫芦丝流淌生活的香甜
——葫芦丝老师张瑞竹和他的学生们

我退休后担任社区片书记、志
愿者16年。利用在职时爱好写作的
这一特长，我总是留意身边一些爱
心奉献、释放正能量老年人的“草根”
典型，坚持写作，然后汇总整理发往
各报刊邮箱。写作时间久了，我越来
越感到，写作不仅可以医治心灵创
伤，帮助战胜身体的病痛，而且还能
使大脑灵光，不痴呆。因此，每天动
笔已成为我的“养老生活”的必须。

我的体会是：人生不如意事十
之八九，若是一时陷入压力中，那就
拿起笔来写作吧。开始写时，不必拘
泥于文法和技巧，只需一支笔和一个
笔记本，通过不断磨炼，就会有身心
舒适的感觉。我曾在老年大学学习
使用电脑，但因打字不熟练，就先用

手写板，修改后再往电脑里发送，然
后再发至报刊邮箱。写作过程中，我
逐渐拨开了心中的迷雾，击退了内心
的恐惧，还能铲除种种痛苦与悲伤。
尤其文章发表后，朋友们打电话祝贺
我时，心情激动得似有一股热流涌上
心头，激发我继续写下去。

写作赋予了我打开心结的力
量，帮助我把心中所想以具体的形
式表达出来，并在写作中勇于承认
自己曾陷入迷惘，以此减少烦恼。
这样一来，就有意识地寻找和发现
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可以获得身
体与心灵的双重健康。

人老，但心不能老。写作能提高
记忆力，健身又健脑，何乐而不为！

于道明

笔下千言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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