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67岁的张四昌
心中，板胡是他的朋
友，只要拿起板胡，
拉响琴弦，所有的烦
恼都消失了。张四昌
热爱板胡，通过板
胡，认识了许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自发组
建了艺术团，而他精
湛的琴艺和默默奉
献、不怕吃亏的精
神，也让他赢得了大
家 的 赞 赏 。 2 月 14
日，记者采访了这位
老人。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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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庆

孙女三岁时，有一次儿子带她去
吃早餐。吃完后儿子正准备付账时，
孙女冷不丁地叫起来：“怎么不带几
个包子给爷爷奶奶？”

顿时，周围顾客的眼光齐刷刷地
集中到儿子这张桌上，大家在会心一
笑的同时，都交口称赞孙女懂事。而
儿子却像做错事似地脸涨得通红，赶
忙知“错”就改。

其实，三岁的孙女未必懂事，她
只是感到爷爷奶奶平常待她好，是爷
爷奶奶把她带大的，现在在外面吃好
东西，应该也让爷爷奶奶一起分享。
孙女这种朴实的孝心常常为我所感
动。

今年年初，我过生日这天，孙女
早早地就起了床，用铅笔刀把她最心
爱的，种植才半年的人参草从盆里挖
了出来，放在水里洗干净后特意送给
我，叫我泡茶喝，说喝了能长生不
老。

我感动得泪水盈眶，连连说：
“乖孙女，心意我领了，还是留着
吧，等长大了再说，好吗？”可孙女
不听劝，说等它长大了，我已经老
了。

孙女送的这份礼，让我和老伴感
动了好几天，在我心灵深处引起了深
深的震撼。一个刚上幼儿园大班的
孩子，她没有任何收入，她不可能用
物质的东西去孝敬老人，然而她却把
自己最心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了出
来。

对长辈尽孝心，不少人认为无非
是物质上的给予和口头上的安慰，其
实不尽然。从孙女的孝心中，我们应
该懂得对长辈尽孝不仅仅是给些钱和
说几句好话，它应是从整个心眼里迸
发出的一片赤诚之心。纯真美好的心
意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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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的孝心

喜相逢 （国画） 汪瑞兴 作

见到张四昌老人时，他刚结束一场
义演，手中提着装有板胡的箱子，车内
放着音箱、无线接收器、话筒等各种演
出器材。老人身穿黑色的棉衣，戴着黑
色的帽子，眼睛明亮，带着笑意，言笑
间随和洒脱。在受降路社居委的活动
室，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十五岁时，张四昌开始学习板胡，

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了四年。学习板
胡的开头比较困难，他每天最少练习两
个小时，从不间断，慢慢地越来越熟
练。在后来的剧团工作中，他一直负责
演奏板胡。几年后，剧团解散，张四昌
到学校做了十几年老师，随后又下海经
商，也放下了板胡。这一放就是四十多
年。

2005年，张四昌退休，从外地回到
漯河，听戏成了他退休生活中重要的一
部分，看着别人演出，他又想起了自己
的板胡。

“好多年没有碰过了，我怕自己忘
记了，自己在家练了大半年，才敢出门
表演。”张四昌说，从此，他又拿起了
板胡，直到今天。

采访期间，应大家的要求，张四昌
当场为大伙儿演奏了一曲。只见他坐在
椅子上，神情专注，动听的曲子从他手
指间传出来，得到了大伙儿的一阵阵掌
声。

“戏曲演出离不开乐队，而乐队的
指挥官就是板胡，所以要想唱一出好
戏，负责板胡的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
要用心。”张四昌说，在学习板胡的过

程中，他对戏曲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掌
握了不少戏曲段子，也因此认识了更多
的朋友。

每天，只要没事，张四昌就会带着
他的板胡，到家附近的河堤上练习，时
间长了，一些喜欢唱戏的市民就聚集到
他身边，请他帮忙伴奏，每次遇到这样
的请求，张四昌从不拒绝。因为随和的
性情和板胡，张四昌结识了许多同样喜

爱戏曲和板胡的朋友。
随着朋友的增多，张四昌和他的朋

友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这中间有
人会乐器，有人会唱戏，大家聚在一
起，俨然是一个小型戏曲剧团。看到这
种情形，有人就提议，成立一个民间艺
术团。

2013年，在张四昌的组织下，成立
了由近20人组成的豫韵艺术团。

艺术团成立以后，张四昌和团员们
常常在一起沟通、练习，也四处义演。

“需要我们义演，我们的团员只要有
空，都踊跃参加，大家积极性特别
高。”张四昌说，每次演出，大家有的
伴奏，有的唱，只要能给观众带来快
乐，大伙儿就感觉很开心。

“为了成立我们这个艺术团，张老

师没少操心，团里的音箱、话筒等，都
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平时团里缺了什么
物件，他不声不响就买来了。有时，张
老师还会亲自给大家做饭。”应女士是
艺术团团员，她告诉记者，能尽情地展
示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都特别
感谢张四昌老人。

李玲是一名戏曲爱好者，喜欢唱

戏。“我唱戏的时候，张老师是伴奏，
他特别随和，我哪里错了，他都会耐心
地指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教我、配合
我，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李玲说。

对此，张四昌表示，团员们在一起
高高兴兴才是最重要的。下一步，他想
带着艺术团，给更多的人演出，让团员
们有更大的展示舞台。

□钱国宏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
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
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这首

《夕阳红》 是老妈最爱听的歌。近年
来，进入暮年的老妈精心经营自己的晚
年，生活不仅现代时尚且充满了乐趣。

学外语。老妈曾为看不懂家中电器
上标注的英文而烦恼。后来，老妈偷偷
买一本《英汉大词典》，又报名参加了
老年大学英语班的学习。为尽快进入

“角色”，老妈在家中的客厅、卧室、厨
房、阳台甚至是卫生间里都贴满了英语

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老妈不仅看懂了家中电器上的
英文，还能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

考驾照。两年前，我家买了一辆
车。老妈看我们驾车出行很是风光、方
便，便动了学车的心思。家人不太同意
老妈这个年纪再学车，可她非学不可。
没办法，家人只好带她到驾校报了名。
据陪学的老爸介绍，老妈在驾校是早来
晚走，勤学多问，是整个驾校年龄最
大、学得最认真的一位学员！半年后，
老妈便喜滋滋地把驾照拿回了家！于
是，家里的车便成了老妈外出的专用

“坐骑”。看着老妈开着车带着老爸外出

度假的那个神气劲，真让人羡慕！
当讲师。老妈成为县老年大学的学

员后，很快就因“见多识广”而被学员
们推举为健身操、交谊舞班级的讲师。
老妈担任两个班的讲师后，整天又是查
资料、又是备课，像上足劲的钟摆，忙
得不亦乐乎！她还因此结交了200多名
爷爷级、奶奶级的“同学”！节假日，
我和老妈在公园里闲游时，经常能遇到
老年人恭恭敬敬地跟老妈打招呼：“刘
老师好！”每每遇到“同学”，老妈的脸
上就乐开了花……

这就是老妈的晚年生活，够时尚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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