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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星期天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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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居二线后，我的
业余生活都用来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有一
次，我读到了一则“低
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
务”的报道，又有了新
的梦想：我要当一名文
化志愿者，到养老院去
为老人们服务。从去年
开始，我登上了养老院
这个大舞台……

! ! ! !说实在的，我没有受过专业训
练，说唱表演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参
加社会公益活动，人家捐钱，我作为
一名文化志愿者，愿意不断捐出自
己的精神产品。多年前，我母亲也住
在养老院里，因为经常跑那里，我对
养老院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现在
母亲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我对养老
院的感情始终如一，所以我打定主
意要到那里去义演。
我第一次去的养老院，是位于

浦东杨高南路上的一家福利院。那
里离我家比较近，我想先从身边做
起吧！去年年初，和福利院联系好
后，我在家精心准备了一份表演的
节目单，内容有改编翻唱、幽默段
子、饶舌、沪剧等。这些节目我大都
曾在电视台和社区表演过，因而心
里很有把握。
大年初一下午，我带着打印好的

节目单来到了福利院。大多数老人都
已被家人接回家过年，只有十来位
“留守老人”，一起聚在七楼小餐厅
里，福利院显得冷冷清清。他们是真
正的“孤老”，如果能让他们开开心心
地度过这个大年，我就满足了。
他们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非

常高兴，纷纷围了上来。福利院的工
作人员替我介绍了之后，有位老人
说：“只有这么几个人，你能为我们
表演吗？”我拿出节目单说：“哪怕只
有你一个人，我也可以与你聊天或
表演，我有节目单，你们可以随便
点。”于是，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眼里
充满了期待。有位老人还热情地为
我泡了茶剥了柚子。
我向老人们拜了年，接着开始

表演我的“拿手节目”。我先给老人
们唱了一首用《角落之歌》曲调改编
的沪语歌《关心空巢老人》：“弄堂
里，有一个九十岁老太，伊的子女经
常拿伊来遗忘，……全社会，来关心
空巢老人，子女首先要尽到自己的
责任，老人勿能成为遗忘的角落，今
后，今后，阿拉都来关心空巢老人！”
我一口气唱完，老人们听了纷纷鼓
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于是，我
接着表演了《婚姻靠经营》《夫妻理
财》《得意的笑》《我教儿子理财歌》
《为你打开一扇窗》等等一系列节
目。

我的表演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老人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有位姓杨
的老人站起来说：“我也来一段！”他
兴致勃勃地唱起了京剧《智取威虎
山》选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唱得
有板有眼。我拍手说：“太好了，我也
喜欢唱京剧。”于是也亮着嗓子唱了
一段《红灯记》选段《穷人的孩子早
当家》。正唱在兴头上，几位本来坐
在一旁搓麻将的老人也走了过来，
他们自告奋勇地要唱黄梅戏，我赶
紧让出了舞台，自己坐在一旁当起
了观众，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响
了起来……小餐厅里顿时热闹非
凡，原先的冷冷清清一扫而空，一种
过年的幸福感觉满溢在福利院里。
在老人们的歌声、笑声和掌声

中，老人们开心，我也很快乐，大年
初一过得很有意义。短短的两个半
小时过去了，老人们意犹未尽，我临
走时，他们拉着我的手，说希望我能
经常来福利院与他们聊天唱歌，给
他们带来更多的欢声笑语，令我心
里十分感动。

! ! ! !第一次义演的成功，令我感到十分振
奋，于是，我又筹划起了第二次的“登台”。
元宵节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

又来到浦东北蔡的一家敬老院。我向院长
作了自我介绍，院长听了非常高兴，说：“我
们需要您这样的文化志愿者，希望您能常
来我院为老人表演。”

老人们看了我的节目单后很感兴趣，
有的说：“我要听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有的说：“我要听沪剧。”我一一满足了老人
的要求。这次，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脱口
秀”，唱完歌后，我对老人们说：“现在，我们
聊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剩男剩女的
话题……”话音未落，一位老人就说：“现在
的小姑娘要求太高，我儿子很优秀，就是没
有独立的婚房，现在他也成了剩男。”于是，
我讲了一段自己改编的段子《天上相亲
会》，并联系上海的“万人相亲”活动，说：无
论是天上的仙女，还是人间的剩女，都喜欢
“钻石王老五”，然而，有房有车有相貌有背
景的人毕竟是少数呀！听说，在万人相亲会
上，许多父母代相亲，到现场把关，无房无
车免谈，这样，选择的范围就很小了……接
着，我唱道：代相亲，代相亲，父母的责任
重，女儿要嫁人。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老母亲，代女来相亲，代相亲，代相亲，
可怜天下父母心！代相亲，代相亲，耽误了
女儿青春与婚姻！
听完我的段子，老人们七嘴八舌地就

这个话题聊了起来。我又表演了京剧、沪剧
等节目，还与老人们一起猜灯谜。敬老院社
工小王拿起照相机，咔嚓咔嚓给我拍了好
几张照片。就这样，我和老人们一起过了一
个热热闹闹的元宵节。
浦东新浦路上的一家养老院离我家最

近，也是我母亲呆过的养老院，从我第一次
去那里义演之后，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一次。
有一次，我带去了一个段子，即用上海方言
和《北国之春》曲调改编的《我的表妹》。我
唱道：我的表妹像叶塞尼亚卖相呱呱叫！身
材也蛮好，还是杨柳细腰，啊，伊的眼界也
蛮高！朋友介绍勿勿少少，一个一个伊都勿
要，伊讲宁可在宝马车上哭，勿愿在自行车
上笑。现在伊的性格变得暴躁，像欠伊多来
还伊少！我的表妹是个女强人学历也蛮高，
还是小头头，但是脾气也勿小，啊，人家看
到伊都要逃！一天表妹伊来问我，幸福生活
啥地方去找？我劝伊享受简单的幸福，勿要
品尝高贵的苦恼。作为一个女人要记牢，啥
叫真正的嫁得好！

老人们听了这个段子后都拍手叫好，
有位老人说：“这好像是王双庆的拿手好
戏！”我说：“是呀，我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时，
评委说我很像滑稽演员王双庆老师，于是
我来了灵感，学了他的拿手节目《我的表
妹》，当然，歌词我也稍微作了一些改动，有
机会，我还要上电视台去唱呢！”老人们都
说：“好呀，我们等着在电视上看你的表
演！”

! ! ! !为了提高义演的互动性，增强老人
“重在参与”的意识，我每星期四上午到
养老院教老人唱歌，这已成了惯例。我要
求老人每个月学唱两首歌，每次教歌时
我先作示范表演，然后，挑选几个唱得比
较好的老人上台表演，这样，提高了老人
们学唱歌的兴趣。

有一次，我选择了一首《天涯歌女》
教老人学唱：“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有一位大伯和一位大妈，不仅学得
快，而且还拿腔拿调地比起了手势，十分
活跃。我就让他俩上台来进行“表演唱”，
逗得老人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位老人幽
默地说：“这首歌好啊，心态越唱越年轻，
好像不是 !"岁，而是回到 "!岁了！”我
说：“大家好好练一练，一个月后，社区的
小乐队来养老院举行联欢会，你们也要
上台表演节目哦！”
我在教唱的过程中感到，有些歌曲虽

好但比较长，而老人记忆力差，学唱比较
困难，一开始怎么教都记不住。怎么办？我
慢慢摸索出一个办法：教其中的一段，让
老人连续唱，这样就可以记住了。比如，
《卖报歌》有三段，我就选择其中一段教老
人学唱：“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
风大雨里满街跑，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
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有位大伯唱了几遍后，不仅已将歌词背
出，而且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他说：“唱
着这首歌，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在联
欢会上，我就表演这个节目！”
那天，社区与老人的联欢活动如期

在养老院举行。我用上海方言改编歌曲
《北国之春》作为开场白，唱道：老年朋友
们，欢迎大家到阿拉这个节目来，侬来唱
一段，我来表演一番，啊，唱歌跳舞都来
赛！其他方言我讲勿来，上海闲话勿推
扳，重在参与勿是来比赛，大家保持良好
的心态，每天唱唱笑笑，唱唱笑笑，活到
九十九也勿难……
在台下的欢笑、捧场声中，几位老人

上台来了。他们为了演出，特意精心准备

了一番，穿着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衣服，
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除了两位大伯、大
妈是“主角”，还有五位老人排在后面伴
唱，表演《天涯歌女》和《卖报歌》。我怕老
人们忘词，给他们一人准备了一张歌词。
站上了台，他们一开头有些紧张，但随着
表演的进行，逐渐放松下来。前排的两位
“主角”边唱边摆姿势，后排的老人齐声
合唱，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台下热烈
的掌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呼声不
断。大家都有了“表演欲”，台下几位老人
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台上台下热闹成一片。我对老人们说：
“欢迎大家每星期四上午到活动室来，我
教大家唱歌，保证每位老人都有上台表
演的机会！”

有一次，我教老人唱歌时，发现有位老
人很会说笑话，于是，我来了灵感，说：“平时
我也积累了一些笑话段子和谜语游戏等，
我想在唱歌之余来考考你们，活跃一下气
氛。”于是，我出了一道题：“两年前，我出版
了一本专业书《手把手教你做审计》，有位
客户打电话问我，听说你出了一本书？我
说，其实，这是我出的第二本书，早在 "!

年前，我和老婆已经合作出版了一本书。
你们猜，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有位老人说：“大概是恋爱方面的
书。”我启发道：“我现在是讲笑话，"!年
前，我和老婆刚结婚……”那位老人脱口
而出说：“结婚证书！”老人们哈哈大笑！
我说：“对呀！思路开阔些，老人多动脑有
好处呀！”那位爱讲笑话的老人说：“我也
来说一段：有位老爷的儿子死了，他叫佣
人去买一个小棺材，那佣人买了一大一
小两个棺材回来，对老爷说：这是买一送
一，反正大棺材你将来也有用……”
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我说：“除了唱歌

以外，你们也可以讲一讲有趣的事情或在
报刊上读到的笑话，和大家一起分享。我
准备从家里拿一些笑话书过来，你们读了
以后，试着讲出来，这样也可以锻炼脑子。
每天唱唱笑笑，快乐健康又长寿！”

! ! ! !有一天，我到养老院义演，演完了
陪老人聊天。有位看起来比较落寞的老
人对我说：“我不喜欢说话，有的老人能
说会道，周围总有一群人围着他，而我
总是孤孤单单的。因为我人老实，他们
都瞧不起我，故意欺负我……”我对他
说：“过去，您在家里是老佛爷，现在，养
老院就是一个小社会，您要融入这个大
家庭，可以找一两个谈得来的老人一起
聊聊天，不要奢望一群人围着您转。另
外，您也要检查一下自己，尽可能改掉
傲慢、孤僻的毛病，学会与人沟通……”

这位老人的诉说更让我想起了我
母亲的故事。当年，母亲提出了“以房养
老”的计划，于是，从温暖的小家庭来到
养老院这个大家庭。但她性格内向，不
善于沟通，有时候也难免被人取笑。我
对母亲说：“老人之间发生口角和矛盾
在所难免，您也要调整一下心态，进行
角色转换，多与大家沟通……”

一开始母亲还是转不过来。于是，
我又想办法给她树个“榜样”。养老院里
有一位老人非常幽默，性格十分开朗。
有一次，我问他：“您今年高寿？”他开玩
笑说：“我只有 #$ 岁……退休之前不
算。”我问道：“您的身体还硬

朗吗？”他说：“我是无齿之徒啊，我的良
心大大的坏。”原来，老人的牙齿都没了，
心脏也不太好。我还问他：“您长寿的秘
诀是什么？”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吃饭
留一口，饭后百步走，从来不发愁……”
讲到这里，他突然做了个鬼脸，诡秘地笑
了笑说：“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老婆长得
丑。”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对母亲说：
“您要向这位大伯学习，从调侃自己开
始。经常进行自我调侃，从沉默转向幽
默，把日子过成段子，利人又利己。”
渐渐地，母亲的性格也潜移默化地

得到了改善，我每次去养老院，都能听到
母亲爽朗的说笑声。我常常用母亲的故
事来开导一些还不能融入集体的老人。
有一次，我在养老院义演时，对老人们
说：“我把你们当作自己的父母，我会经
常来看望你们，与你们聊天，为你们表
演，直到永远永远……”
养老院是个大舞台，可惜现在演员

还是太少。希望能有更多的志愿者，登上
这个舞台，为老人表演，与老人聊天，丰
富他们的晚年生活，将爱心传递到每一
个角落。

说唱拜年尽欢颜

改编歌词说段子

教罢唱歌讲笑话

把你们当自己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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