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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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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琐言!是本刊新开的

微型言论栏目" 所谓#老老$!取孟子#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之意
'

在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宝典里!"好为

人师#是个贬义词!这种行为很受人诟病$

人活到了相当大的岁数! 是不是非

得要与"好为人师%绝缘呢& 我看不一定$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因

此!我们对于)好为人师%!也要赋予它新

的观照方法$ 可以相信!人活到了可以称

"老%的年龄!如果有点"好为人师%的作

派!一定是过滤了浮华和虚伪!变得比较

纯粹了$ 而其"为师%*韩愈所说的传道授

业解惑者+的资本和经验!也会变得更加

厚实,可靠!故对于社会的贡献!势必更加

积极$因此!其)好为人师%应当受到欢迎$

陈翠珍已经八十多岁了!她其实并没

有做过学校里的)老师%!但她敢于出头!

甘当社区老龄群体文体团队的)领衔人%!

指导大家开展活动!教会大家提高生活质

量的方法!被人尊为)老师妈妈%$ 这无疑

是人们对她)好为人师%行为的最高褒奖$

是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好为人师%

的)老师%!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

的!因为他们能够教出和带领一批老人!

走向晚年的幸福之路$

好为人师又何妨

高人气的老太太

! ! ! !朱哲人是位年轻的社工!现任庆源

居委会文教干部" 他到庆源居委会工作

那年!陈翠珍 !!岁!令他惊讶的是!老

太太步履轻盈行走快! 思路清晰语速

快!开展活动一呼百应" 他说!陈翠珍如

自家外婆般可亲可爱!但又不同于自家

外婆!大家既感受到家的温暖!又受到

严格纪律的约束"陈翠珍今年 "#岁了!

但在大家眼中!她属于#革命人永远是

年轻$%

舞蹈队长林云琴本来是一位外来

媳!加入团队八年了" 初来乍到时!有

点&编外$感觉!自从遇见&老师妈妈$!

不知不觉中!她完全成了&庆源人$!又

成了舞蹈队长! 连老公也成为了合唱

队的一员!现在!夫妻俩觉得每天的生

活都很精彩%

一位姓王的队员说!她原是中学教

师!退休后患了场大病!情绪极低落!是

陈老师开导她出来参加团队活动!一年

多来!她奇迹般地康复了% 两位腰鼓队

员说!陈老师几次要求退下来!让大家

推选一位社团总领队!从理智上大家也

知道陈老师年岁已高!不忍心让她再过

多操心'但缺少陈老师的活动就像少了

主心骨!只要陈老师一到!团队就充满

欢声笑语%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为什么有

如此高的 &人气$! 大家讲的故事不一

样!但有一点是异口同声的!那就是(陈

翠珍身上有着一份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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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 陈翠珍指导

队员用捡来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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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台上，陈
翠珍领衔一帮老
太太伴着跃动欢快的
节奏，跳着用宁波方言演
唱的《小苹果》；台下，观众喝彩
声鼓掌声将联欢会推向高潮。这是
“!"#$年嘉兴社区群众文体团队迎春
联欢会”上的一幕。陈翠珍向观众谢幕
时，一群浓妆艳抹的女队员争相上台向
她献花。大家簇拥着陈翠珍，齐声欢呼
“祝阿拉的‘老师妈妈’快乐”，惹得 %!岁
高龄的陈翠珍又哭又笑的。这些阿姨虽
都五六十岁，但在她们心目中，陈翠珍不
仅是辅导她们文体活动的严师，更像她
们的知心妈妈，每年，她们都是以这样的
方式向陈翠珍表达感激和敬意的。

文体团队的(领衔人)

“编导演”兼钢琴伴奏于一身，陈翠
珍是嘉兴社区合唱队、拳操队、腰鼓队、舞
蹈队的核心人物。二十年来，由她编排的
节目有 !&&多部，造就了一批社区草根明
星；前年，她还一身迈克尔·杰克逊的装束
跳起街舞。陈翠珍没学过钢琴，很多以前
送外孙女学钢琴时，她在旁“偷师”，听会
了。外孙女在家练琴，陈翠珍边做家务边
纠正外孙女“升调错啦、降调不对”。
每年重阳节都是社区的大节日。队员

说，盼重阳节，就像全国人民盼春晚，因为
她们的“老师妈妈”总会编出精彩的表演
节目，让她们登台秀一回。如果是在剧场
演出，那可真是一票难求啊。一些眼热精
彩活动的“爷叔”也被吸引参与进来；而
《小苹果》的舞者，更是年龄最大的 %'岁，
最小的 (#岁，清一色鲜红的上衣配黑色
打底裤，腰系白色花边围裙，堪称最炫时
尚老太。老太太们自豪地说，“阿拉的人生
下半段刚开始”。别的团队很羡慕陈翠珍
她们有好多时尚漂亮的演出服饰，殊不知
这是陈翠珍的一大发明。她发现社区中不
少单位办展览会后，很多布料、花纸就废
弃了很是可惜，心灵手巧的她就去捡来，
根据节目对服饰的要求，指导大家裁剪缝
制，既不花钱又节约资源还环保。

陈翠珍是活动团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她要求队员相互关心帮助；搞大团结，不
搞小团体。拳操队员小林，老公生意做得
很好，每月交给她的生活费也很可观，但
小林就是开心不起来。因老公忙于生意
很多时候不在家，孤独感令她忧郁。陈翠
珍打电话给小林的老公，快人快语地说：
你生意做得好是智商高，但你只重生意
不重人是情商低；你太太不缺钱但缺情，
她更需要你的真情。陈翠珍几番说导，小

林丈夫幡然醒悟，经常陪伴妻子逛街散
步和购物，小林恢复了往日的开朗快乐。

义务理发的(贴心人)

二十年前，)!岁的陈翠珍第二次退
休。长期担任企业工会主席的她，为职工
义务理发了几十年。回到家的第二天，她
就来到住家所在地庆源居委会，要求义务
为居民区中的孤老、孤儿、残疾人士理发。
在居委干部牵线下，当即承包了七户九人
的理发，后来人数不断增加。问她这么多
年理发了多少人次，她记不清，还是居委
干部大致估算了一下，总有数万多人次。

陈翠珍理发有个特点，喜欢与人家聊
家长里短，凭着她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热心
肠，有婆媳矛盾的，媳妇会将她当作妈妈、
婆婆会将她当作姐妹，经她几番调和，总
能化干戈为玉帛。而她对孤老、残疾居民
更是情到深处。空巢老人查阿婆夫妇都是
重残人员，陈翠珍第一次上门理发，两老

一定要付钱，因为以前上门理发的都收
钱。陈翠珍真诚地说：“我是志愿者，不收
费，以后你们理发就包给我啦。”就这样，
陈翠珍一直为这对老夫妻理发近十年，直
至他们相继去世，查阿婆临终也是陈翠珍
给理发洗发的。患糖尿病的拳操队员徐国
娣，视力失明很消沉，住院治疗期间，陈翠
珍每周去探望，不但为她理发还帮同病房
的病人理发。七年多来，陈翠珍几乎每天
登门关心。队员有事找她，有时就直接上
徐家找。徐国娣夫妇由衷地说：“从陈翠珍
身上反映出真正的共产党员形象。”

义务理发，让陈翠珍心中装满居民
的“家谱”，细小处能发现问题。一天清晨
五点多钟，陈翠珍接到电话，“侬是‘小娘
娘’�？”当对方意识到打错电话时就挂
断了。陈翠珍却觉得声音有点熟，她想到
王阿姨的丈夫患脑梗住院，电话里声音有
点像王阿姨儿子，“这么早肯定有急事”。
陈翠珍立马赶到医院探望，果真是病人去

世了。陈翠珍比他们家的亲朋都到得早，
她毫不犹豫地为逝者擦身换衣服。

幸福家庭的(掌门人)

陈翠珍有个幸福的家庭，家人对她虽
常有抱怨，但还是全力支持她为居民做事。

陈翠珍 %&岁那年，队员们私下嘀咕
着，要掏腰包为她们的“老师妈妈”祝寿，
陈翠珍拗不过队员们的真情真意，同意每
人出六元吃碗长寿面，讨个“六六大顺”口
彩。看到队员们济济一堂，为母亲献上鲜
花和蛋糕，表演母亲自编自导的节目，陈
翠珍的儿子激动不已，当即捐款 !万元，
作为团队活动经费。演出需要旗袍和风
衣，陈翠珍的媳妇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穿
的两大箱旗袍和风衣送来，任队员挑选；
为剧情需要，还将一件 $&&&多元的大衣
也送来做道具；“爷叔”们演出中需要的皮
鞋领带，女婿立马赶着送来；舞蹈要工艺
扇，孙子就将已经送客户的扇子讨回来。

日子过得红火的陈翠珍，心中惦记着
家乡。十多年前，将老家的六间祖屋捐献
出来，在村里建成供人们观赏休闲的“祥
秀亭”。乡亲们说，这么多年来，从这里出
去的平民百姓，回家乡出资出力的，陈翠
珍是第一人。对于陈翠珍的慷慨善举，她
的弟弟、丈夫和儿女全都支持。

阿拉的“老师妈妈”陈翠珍，曾荣获
了 !&#'年上海市杰出老年志愿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