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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有一天，张爱玲一进门，姜淑梅就
说：“你跪下。”

“我犯啥错了，娘？”张爱玲心头一紧。
“我说跪下你就跪下，别冲着我，

侧着跪。”老人坚决地说。
张爱玲刚一跪下，姜淑梅就乐了起

来：“我说咋总画不对，这回明白了。”
原来，姜淑梅在学画画，她用的笨办法
就是照着实物“临摹”。

蜡笔、铅笔、水彩、墨汁，想用什
么就拿什么。她画的多是民俗画，有的

画还把书里的故事讲了出来，色彩鲜
艳，很是有趣。

最近两个月，姜淑梅又拿起了毛笔，
开始练书法。因为她曾“夸下海口”：“等
我老了的时候，要成为四个‘家’——作
家、画家、书法家、老人家。”

“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千万
别偷懒。”姜淑梅从没把写作、画画当
成负担，而是“乐子”。

如今，每次接受采访或者参加活
动，母女两人都穿旗袍，不同季节选择

不同材质和花色，母女俩总被人夸“太
好看了”。一次，一位英国作家对姜淑
梅说：“你不是文盲，你是女王。”

有人说，她写的故事复活了艰苦岁
月，让人看了揪心。姜淑梅说：“看俺
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都过去
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
这些书。写以前的苦，是为了让年轻人
珍惜现在的甜。”“她在打捞历史，”张
爱玲说，“但她不知道，她感兴趣的只
是故事。” 据新华社

大约一百年前的一天大约一百年前的一天，，在澳大利亚一在澳大利亚一
个小镇个小镇，，有一位小女孩在心中种下了一个有一位小女孩在心中种下了一个
梦想梦想———成为世界冠军—成为世界冠军。。从那以后从那以后，，她天她天
天坚持锻炼天坚持锻炼，，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风雨无阻。。

女孩渐渐长大女孩渐渐长大，，结婚生子结婚生子，，儿时儿时
的梦想渐渐被生活磨灭了的梦想渐渐被生活磨灭了。。步入六十步入六十
岁岁，，生活总算清闲下来生活总算清闲下来，，她亦可以为她亦可以为
了梦想一往无前地拼搏了了梦想一往无前地拼搏了。。苦练三年苦练三年
后后，，在一场国际赛事上在一场国际赛事上，，她毅然地参她毅然地参
加了老年组长跑比赛加了老年组长跑比赛。。赛场上赛场上，，她身她身
手矫健手矫健，，表现突出表现突出。。然而临近终点然而临近终点
时时，，她却忽然滑倒她却忽然滑倒，，身受重伤身受重伤。。令人令人

忧伤的是忧伤的是，，医生告诉她不再适合长跑医生告诉她不再适合长跑。。
但冠军之梦却依然萦绕在她的心但冠军之梦却依然萦绕在她的心

头头，，挥之不去挥之不去。。她决定改练推铅球她决定改练推铅球。。
一练七年一练七年，，当她满怀期待地准备参加当她满怀期待地准备参加
比赛时比赛时，，丈夫却病倒了丈夫却病倒了。。她只好选择她只好选择
放弃比赛放弃比赛，，回家照顾丈夫回家照顾丈夫。。当她再度当她再度
奔向梦想之路时奔向梦想之路时，，已是三十年后已是三十年后。。

20092009年年1010月月1111日日，，阳光明媚阳光明媚，，白白
发苍苍的她独自站在世界大师锦标赛发苍苍的她独自站在世界大师锦标赛
的赛场上的赛场上。。只见她利落地捡起八斤多只见她利落地捡起八斤多
重的铅球重的铅球，，镇定自若地进行一次深呼镇定自若地进行一次深呼
吸吸，，用力一推用力一推，，铅球被推出四米多铅球被推出四米多

远远。。她一举夺冠她一举夺冠，，并打破了该项目世并打破了该项目世
界老年纪录界老年纪录。。

她就是澳大利亚的百岁冠军鲁她就是澳大利亚的百岁冠军鲁
思思··弗里思弗里思，，一位用百年的岁月谱写一位用百年的岁月谱写
梦想的传奇老人梦想的传奇老人。。

有人说有人说，，梦想是生命的灵魂梦想是生命的灵魂，，是是
心灵的灯塔心灵的灯塔，，是引导人走向成功的信是引导人走向成功的信
仰仰。。有了崇高的梦想有了崇高的梦想，，只要矢志不渝只要矢志不渝
地追求地追求，，梦想就会成为现实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只只要心怀梦想要心怀梦想，，何时起步都不晚何时起步都不晚。。只只
要不放弃梦想要不放弃梦想，，终将会徜徉在梦想的花海终将会徜徉在梦想的花海
中中，，吐纳馥郁的芬芳吐纳馥郁的芬芳。。 据《当代健康报》

“传奇奶奶”姜淑梅：

从从““文文盲盲””到到““网红作家网红作家””
60岁学识字，75岁学写作，80岁学画画。到了82

岁，她已写下近60万字，画了上百幅画，出版了5本书。
一头银发，笑意浮动，眼睛里散发出柔和慈善的光，

讲话幽默风趣，还有一点出人意料的机智……在黑龙江省
绥化市，“传奇奶奶”姜淑梅用自己精彩的后半生，实现了
从“文盲”到“网红作家”的“逆袭”，让人们从这个“活
到老、学到老”的普通老人身上，看到了人生难以预测的
潜能，以及岁月和时代给予她的馈赠。

自写自画，6年出版5本书

“俺家门前一棵桃，青枝绿叶梢儿
摇。开的桃花一样大，结的桃儿有大小。
大桃摘了集上卖，小桃树上风来摇……”
这首民谣简洁易懂，富含哲理，正是姜
淑梅从山东老家收集整理而来的，当地
人称作“小唱”。

两个月前，姜淑梅的第 5 本书 《拍
手为歌》出版，那些过去的歌谣和民俗
故事，都汇成时光的河流在书中流淌。

“会的人越来越少了，得赶紧记下来”，
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她乐呵呵地说，

“这里头的插图都是俺自己画的”。
6年前的秋天，姜淑梅的处女作《乱

时候，穷时候》出版。书中的一个个故
事短小精悍，情节生动。有评论说，姜
淑梅书写的是从民国到新中国的乡土家
族史，也是一部被战乱、死亡和饥饿浸
泡的民族血泪史。

姜淑梅收获了不少“姜丝”——粉丝
自称，她也成了“网红作家”。

而在此之前，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
老太太说想学写作，就连家人都不信。

姜淑梅回忆说，起初听说自己想跟着
闺女学写作，向来沉默寡言的三哥笑得前
仰后合。等书出版了，年过八旬的三哥流
泪了，姜淑梅也激动得一宿没睡着。

1937 年，姜淑梅出生在山东省巨野
县。家境遭变，加上战乱，她白天做衣服，晚
上纺棉花，根本没机会上学。后来为了糊
口，一家人跟着乡亲“闯关东”。她和丈夫在
黑龙江一家砖厂落脚，她做了半辈子临时
工。等到老了，她又像“打补丁”一样给各个
子女带孩子，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她的
身上，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奉献和任劳
任怨，一样都不少。

写作的路一旦走通，姜淑梅的笔就
像话匣子打开了。第二本《苦菜花，甘
蔗芽》如同第一本书的姊妹篇，《长脖子
的女人》收集了聊斋般的民间传说，《俺
男人》记录了各种家族故事……

姜淑梅老人在展示已出版的姜淑梅老人在展示已出版的55本书本书。。

为何活到60岁又开始识字？
姜淑梅说，1996年9月，老伴儿在一

场车祸中意外去世，她一下子变得郁郁
寡欢。担心母亲一蹶不振，女儿张爱玲
想了个办法开导她：“娘，你学认字吧。”

没想到，同年 12 月，在北京进修
的张爱玲收到了母亲写的第一封信。这
封信，是姜淑梅问别人学几个字就写下
几个、一连写了一个多月才写完的。

张爱玲回忆说：“娘不懂笔画，她
不是写字，而是把每个字都当成一幅
画，画出来的。”

为了识字，姜淑梅摸索出一些诀
窍。她自己编歌词，让孩子们写在纸
上，她照着一遍一遍地念。时间长了，
自己编的歌会唱了，她也把字记住了。

那时，姜淑梅已 70 多岁，手颤颤
巍巍，写出来的字笔画横不横、竖不
竖，像锯齿一样，一天时间一句话都写
不下来。挠磨了三五天，姜淑梅就不想
练了。

“老人跟小孩一样，得靠哄。”张爱
玲告诉她，“你写得挺好，我小时候学
写字也这样，多练练就好了。”

也许是觉得时间宝贵，姜淑梅是个勤
奋的学生。每天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
她就摸黑起床了。打开台灯，开始了一天
的写作。除了吃饭、上厕所，她基本都在
写，像入了迷似的，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
时。

对姜淑梅来说，写字，就是写故事。
“写自己经历过的、熟悉的，但是

别人又不知道的事，就能写成独家和特
色。”这也是姜淑梅的“写作秘密”。她
笔下少有废话，总是直截了当，讲最有
意思的故事，讲故事里最好玩的细节。

“女儿是我的老师”

这些故事源源不断，是从哪儿而来？
姜淑梅说，有的是她在老家亲历

的，有的是逃荒路上听来的，有的则是
从邻居、乡亲那里“勾”出来的。等把
自己的故事写完了，就得去“上货”。

“人家说‘采访’‘采风’，我不是
知识分子，就说‘上货’。我知道，山
中有好货。”姜淑梅说。

她和女儿利用寒暑假回到山东老
家，走访亲戚，找村子里的老人讲故
事。有时候一个老人讲完了，还会介绍
另一个老人讲，跟滚雪球似的，姜淑梅
搜罗了不少“好货”。

录音笔、笔记本、笔，是姜淑梅的
贴身三件套。火车上、扑克牌局，都是
她“上货”的地方。她只要看到脑瓜儿
聪明的、会说话的人，就问：“你会讲
故事吧？给我讲个故事吧？”有时遇到
不知咋讲的人，她就先讲一个，把人家
的故事“勾”出来。

就这样，她的写作半径，从自己的
故事拓展到乡村的故事，又拓展到别人
家族的故事。

但有时，“上货”并不容易。有的
故事不精彩，她就不写了。有的人讲得
虽好，但不让发表。还有的老人自己愿

意讲，但儿女们不干。
把一沓沓手稿变成铅字，女儿是她

的“第一编辑”。刚开始，姜淑梅写的
没标点、没题目、没段落，这“三无产
品”让人头大。张爱玲便边把文稿敲进
电脑，边让母亲坐在一旁，和母亲一
一核实，随时修改。

给母亲当编辑，张爱玲坚持一个原
则，就是“原汁原味”，她所做的工作最多
的就是改错别字和病句，删掉多余的
话。“娘写的故事，像刚出土的瓷器，可以
去尘，但不能用力过猛，稍微把握不好力
道，就容易碎了。”张爱玲说。

好故事靠出门“上货”

“不怕起步晚，就怕人偷懒”

姜淑梅在女儿张爱玲
的指导下练习写字。

人老了人老了 也要有梦想也要有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