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老人享受艺术之美

那次救急，让刘怡慈认识了老年教
育。作为华东师大美术系的副教授，教学
对象都是基础好、反应快、接受能力强的
青年学子。而此刻，面对的是长她二三十
岁的银发老人，不要说专业基础，有些学
员甚至连毛笔都不会握。但学员们信心
满满，孩子似的围着老师诉说各自的心
愿：“童年时就想学画画，如今有这样的好
机会，真是千载难逢，要抓紧学，认真学，一
生能有几度夕阳红啊！”“人生苦短，年老
了，更要珍惜时光，争取 !年打好基础，"
年后画作能送人，#$年后作品能上墙！”
一股激情在刘怡慈心头涌起，她要扶着
这些老人，迈小步，不停步，一步一步攀
登艺术的高峰。刘怡慈制定了“基础—提
高—创作”三个阶段、学制为六年的中
国花鸟画与山水画教学体制和每一阶
段的教学大纲，开始了零起点的教学。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刘
怡慈从绘画工具的种类和使用讲起，一
些枯燥的技法要领，在她的课堂上成了
好记易学的口诀：突显山石的体感和质
感须“皴下不皴上，皴内不皴外”，显示
物体的明暗要“染左不染右，染右不染
左”。写生时她要学员来个“化零为整”：
从一片叶一朵花画起，研究每朵花的形
态和结构，做到胸有成竹，然后“组装”
成一幅“百花争艳图”。批改作业时，她
让学员坐在一旁，探讨一笔一画如何处
理才能恰到好处，画面布局怎样才能更
为合理，使学员在比较中受到启发。

毕竟都已上了年纪，有人记不住技
术要领，有人手中的笔总不听使唤。但刘
怡慈理解他们，总是鼓励为先，肯定为主，
即使纠正错误，也十分讲究艺术。一位学
员将一群小鸟中每一只的动态画得一模
一样，刘老师轻声对他说：“哟，这是小鸟
在排队做操吗？”有位学员画的鸡与周围
的花草不成比例，刘老师笑着说：“怎么，
你家养的鸡‘种气’这么大呀？”幽默的话
语，启发了学员的悟性，激活了他们的灵
感。有位 "$岁的独居老太坐着轮椅来到
班上，因手抖得厉害，总画不出流畅优美
的线条。刘老师边指导，边给她鼓劲：“您
这么大年纪了，坐着轮椅来学画，还每次
按时交作业，厉害！您比比当初，画成这
样已不容易啦！”老人心里甜滋滋的，逢人
便说：“我每个星期有两天最开心，一天是
儿子来看我，一天是来上刘老师的课！”

挂念每位老人的发展

%$$&年，刘怡慈退休了。如今同学
员的年龄更接近，使她对这一群体的情
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老年人退休后，离
开职业社会回到家庭生活，会引起思想
观念和心理、情绪上的变化，“教书育
人”的同时，还应关注学员的全面发展。

野外写生时，刘怡慈既讲解如何去
体味壮丽河山所蕴含的自然美，又讲述景
点灿烂的历史文化。作品介绍中，她既讲
授大师们的艺术造诣，又会插上名师成才

的曲折经历。就连描摹那些无声的花草
林木时，她也要配上古诗、散文来让学员
感悟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翠竹的宁
折不弯，梅花的傲霜斗雪，荷花的出淤泥
而不染，松树的挺拔强健、不屈不挠……

花鸟班上有位女学员，丈夫猝然离
世，儿子远在国外，她整日悲悲切切。刘
老师有意识地亲近她，经常在座位旁手
把手地加以指导，顺便聊聊家常。一年
后，她的画作有了明显进步，成绩面前，

她找回了自信。山水班有位学员性情暴
躁，动不动就冒火。他原是一位干部，离
休后有种失落感，什么事都不顺心。刘
老师同他娓娓道来，从人生道路谈到角
色的转换，从繁忙的工作谈到家庭的生
活。他有管理的才能，刘老师让他担任
副班长，重新唤起他的工作热情。

每解除一名学员的心理疙瘩，刘怡
慈总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她心中牵挂
着每位学员。

为老人圆一个艺术梦

当年接手退休职工大学这个班时，
刘怡慈的孩子才 !岁，休息日，家里最需
要她，她却要赶去上课。一开始，爱人对
她的忙并不理解。直到有一天，刘怡慈请
他去参观学员的作品汇报展，琳琅满目
的画作使他大为感动，这位艺术系的主
任，开始帮助刘老师编写教案，参加学员
的写生活动，俨然成了编外教师。

刘怡慈家住浦东川沙，地铁尚未建
成时，她要换 '辆车颠簸 %个多小时才
能到校。可她一上讲台，立马精神抖擞，
示范作画，完全忘却了路途的劳顿，她始
终有这样的信念：“老年学员到老年大学
学画是来圆年轻时的梦，我能用自己所
掌握的一技之长来为他们圆梦！”学员们
说：“跟刘老师学画画，是一种幸福。”那
些原本连毛笔都不会握的学员，(年后，
有的当上了社区的国画教师，有的办起
了个人画展，还有好几位学员的作品入
选市一级甚至全国的美术展并获了奖。
这样的成绩，往往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
信。有位年届八旬的老学员寿辰将到，他
对子女说：“别为我办寿酒了，这钱给我
办个画展吧。”国际第三年龄大学协会第
%%届代表大会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召
开时，来自 %%个国家的 #!#位代表与
会，刘怡慈率班进行中国花鸟画示范教
学。一字排开的长桌上，师生共同挥毫泼
墨，向国际友人献上了一幅幅构思巧妙
的花鸟画：青藤绿叶映衬下的牵牛花，含
苞欲放的，争相斗艳的，逼真传神，美不
胜收。刘怡慈向世界展示了上海老年教
育的风貌，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刘怡慈曾两次获“上海市老年教育先
进个人”称号，去年又被评为上海市老年
教育教学名师。对此，她显得很淡然。在她
看来，表彰奖励更意味着责任。她又新开
了钢笔画写生班，为老年人圆梦开辟了一
条新的渠道，她要使绘画这门艺术类课程
的教学成为提升老年学员审美能力和整
体文化素质的途径。她又站在新的起点
上，前方是更高的目标。风景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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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刘老师学画
是一种幸福

两次采访刘怡慈!时间都很短" 第

一次! 学员听说有采访! 一下子围了上

来! 将刘老师对他们的关心照顾说个没

完#第二次!刘老师正批改学员的画作!

耐心加以指点" 这使得我与刘老师的交

谈时间很有限" 不过! 也正是那两次采

访! 让我体会了刘怡慈同老年学员那种

浓浓的师生情谊和刘老师那种一丝不苟

的教学态度" 很多人说!老年人上学!无

非就是图个乐趣!但在刘怡慈眼中!老年

人是来圆梦的!作为教师!肩负着帮助学

员梦想成真的使命"于是!她精心安排了

六年的教学计划!将每堂课都上得十分

精彩" 更值得一提的是! 刘老师的教

学!并不只是单纯传授书画技艺!还注

重陶冶老年群体的情操" 难怪学员们

都说$%跟刘老师学画!是一种幸福& '

采访手记

一位好友因故不能继续任教上海市退休职工大学的中国画课程，请刘怡慈无论如何帮忙
接个班。救场如救火，不容迟疑，刘老师就此站上了老年大学的讲台。这一站，就是26年。26
年间，刘怡慈先后在上海市退休职工大学、上海老龄大学、上海老年大学黄浦分校、浦东分校
任教。凭着勤奋和智慧，执著和坚守，她在老年中国画课程教学中留下了一行闪光的足迹。

老老琐言

和普通劳动者一样! 做老师的回

报!有薪酬"假期和通过各种传授知识

的方法获取必要的报酬等等# 但老师

和普通劳动者有个不一样的地方!那

就是他们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学生$ 这

些学生! 或多或少地会在毕业之后很

长一段时间里!去看望%慰问"帮助和

照顾自己的老师$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

&回报'$ 然而!这种&回报'!对于刘怡

慈老师来说!是很难实现的$我们不能

说&回报'绝对没有可能!然而最大的

问题是!刘老师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

比她大!都有可能比她&走'得早!再加

上老人们早已退休! 差不多没有什么

太多的&前途'和&资源'可利用$ 因此!

她的&回报率'!其实是非常少的$

不知刘老师想到过这个问题没

有( 我估计她压根儿也没有#

一个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人!尤其是

从事特殊教育的!当她决定为之奉献全

副身心时! 是不会考虑这些 &回报'

的!更何况!刘老师一干就是 !"年#她

代表了教育界最高的思想境界)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刘怡慈这样

的老师!当然!社会也应当给予这样

&没有回报的老师'以必要的尊重和奖

励# 在今年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们

重申这样的话!绝不仅仅是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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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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