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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学员放假不休学
最近每个周六的下午，市老年大学体育舞蹈系民族舞蹈班的

教室里都会有二十多名班上的学员正在进行排练。从1月初开始，
全市各地的老年大学进入寒假模式。不过，却有不少学员放假不
放“学”，坚持学习不松懈。

走进市老年大学民舞班的排练
教室，杜琴老师正在给学员们指导舞
蹈动作。“今年6月学校有一台大型
的文艺汇演，节目内容我刚刚编完。
平时上课有专门的教程，要另外演出
的节目必须得趁着假期先把动作学
会，否则来不及啊。”

今年65岁的杜琴从单位退休后来
到市老年大学上课，从小喜爱舞蹈的她
功底很不错。在一次全国性的舞蹈比
赛中，她和搭档拿回了金奖。这么好的
资源可不能浪费了，经过学校的一番培
训后，她从学员成为了一名教师。

从寒假开始，杜琴集结了连续7
届学生中的优秀学员，组织在一起排
舞，一共有25名。“我们班里高个子
的女学员有不少，为了最好地发挥她
们的身高特征和善舞的特点，我索性
将古典舞和时装表演结合在一起，参
考了别人的作品后进行了二次创作，
才有了现在的《茶韵》。”她说，另外一
支伞舞也正在抓紧练习。

记者在看了杜琴和队员们整个1
月份的行程后发现，她们放假后却比
上学还要忙好几倍。临近年关，早已

名声在外的她们也被多次邀请前去
表演。

1月13日，一家协会邀请她们在
东方石浦大酒店演出，一口气跳了
《快乐火把节》、《沂蒙情》《丽人行》等
共四支舞；1月23日最忙，一天赶了
两场。上午参加公安部门一部宣传
片的拍摄，室外很冷，但学员们都坚
持了下来。晚上参加企业年会演出，
现场反响热烈；1月25日，市委老干
局的新春慰问老干部大会她们也挑
了大梁；1月26日，参加了在开元大
酒店的某企业年会；1月27日，被邀
请到镇海文艺艺术中心表演了一支
《快乐女兵》的舞蹈。

这般忙碌的节奏有些年轻人也未
必吃得消，可再一看这支队伍，年龄最
大的已经有68岁了。54岁的杨洁是
最年轻的学员，说到高频的排练和演
出，她一点都不觉得辛苦。“有段时间
不练功不跳舞，筋骨就硬了。我们还
是希望每周都能跳一跳才过瘾呢！”

春节期间，排练终于要歇一歇
了。不过，她们早已约好，大年初八就
开练，比学校新学期开学还早十天。

“每周都跳一跳才过瘾”

来自余姚老年大学的沈国君今
年59岁，就读于健身舞班、剪纸班。
到了寒假，她可没闲着。前不久，她
刚组织了在蛋糕房学做蛋糕的活动，
没几天，又到三凤桥村教小朋友打中
国结，趣事多多。

沈国君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手
工，在学校里做丝袜花、串珠芭比娃
娃可是出了名的。如今，她这双巧手
又派上用场了。蛋糕店里，小朋友们
和老年朋友们排排坐，学习了制作披
萨的相关知识，在快乐的气氛中，祖
孙们既体验了合作的快乐，又增进了
彼此的感情。健身舞班同学张坚柱
也在现场，他告诉我们，组织学蛋糕
活动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不过健身
舞班的活动可不只这一项，学员们还
经常抽出早上、傍晚的时间在社区里

教授居民们健身舞和拉丁舞。
此外，沈国君还向杭州的朋友学习

了编中国结、大纽扣结。恰巧遇到一位
三凤桥村的学员询问她能否教小学生
打中国结，沈国君一口答应。热心的她
希望通过手工给祖国的花朵带去快乐。

教完大中国结教剪纸。沈国君
随后又前往幼儿园里向孩子们手把
手地教授剪纸艺术，分享剪纸技巧。
一位家长现场为她点赞，剪纸不仅能
培养动手能力，还能进一步传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

据了解，剪纸班里头身怀技艺的
的可不少，周爱珠夫妻俩会做面点。
沈国君索性把他俩请到了家里，准备
好面粉、擀面杖等材料，跟着一块制
作了包子、花卷。

记者 陆麒雯 徐丽文

传授技艺忙得不易乐乎

“女儿，今天是你的30岁生日，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
了。你肯定又以为我是在催你结婚。不，不是的……”

信中，充满着父亲对女儿的心疼，“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尤
其你今天和朋友庆祝完生日回家后，你喝醉了靠着爸爸哭着
问：爸，我是不是该结婚了？她们都嘲笑我是大龄剩女。那一
声声都像针一样扎在爸爸心里，太疼了。”

“每次过年过节，串门的婶子、舅妈都会问你：找男朋友了
吗？眼光别太高了，都老大不小了。每次参加老同学的婚礼，
总会有些不相干的人追着你问：什么时候结婚啊？哪怕女儿表
面装作不经意，但那些话都入了耳，走了心的。”这些父亲都懂，
然而他告诫女儿：“一辈子太长了，遇见错的人比孤独更可怕。
我宁愿你不嫁，也不想你有一个凑合的婚姻。”

父母催婚 女儿人财两空

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志愿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三级婚姻咨询师张素珍在海曙区婚姻登记处婚姻调解时，
常遇到因为父母催婚而发生的婚姻悲剧。

28岁的小樱是一家企业总监，工作繁忙，平时交际范围比
较小，找个异性谈个恋爱的时间都没有。由于父母的再三的催
婚，终于通过某个婚姻中介认识了一个34岁的男子，两人一见
钟情，一个月内就同居了。

三个月后，小樱带着男孩见了父母。看到男孩一表人才，
又是自己开公司做生意，非常赞同。在之后的半年期间，男孩
借着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向小樱借了十几万元。相处一年不
到，男孩子失踪，小樱一纸诉状，以诈骗罪把男孩告上了法庭。

“女孩子身心憔悴，父母痛苦不已，这是谁造成了结果？值
得我们家长和孩子反思的问题”。张素珍说，小樱后来不得不
去做了心理治疗。

张素珍说，催婚对于孩子来说，会造成压力和焦虑感。很
可能为了应付父母，去忽略对方的一些重要信息，从而结交到
不合适的异性，造成了今后婚姻多重矛盾。“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这是父母不变的观念。但婚姻的发生并不是生理年龄成熟
后的自然而然，而在于是否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以及对未来家
庭负责的心理成熟度，用成熟的心智做出合理的选择。”

她建议，父母平时可以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对于选择异性
朋友、交往、看法、期望，这样孩子和父母之间的需求距离会拉
近很多。家长式的沟通带着一些霸道，在当下会让孩子更加反
感，直至拒绝。“现在年轻人追求‘三观相合’，但父母其实对这
个概念的理解并不透彻。我们现在的父母也要多多学习三观
对于婚姻的重要性。”

此外，时代不同了，父母的婚姻思想也要与时俱进，孩子的
未来是自己的，哪怕失败也是一种成长。父母需要去培养孩
子，促进孩子去爱的这种能力，从自己的家庭开始。选择重要，
但更要明白，婚姻更需要的是用爱去经营。 记者 陆麒雯

“虽然你今年30了，但你不能为了年龄结婚，更不用为了爸妈结婚
……”近日，一封题为“女儿，我宁愿你不结婚”的信刷爆微信朋友圈。
在这封信中，父亲告诫女儿面对婚姻时千万不要盲目。《宁波老年》读者
葛先生读过这封信后告诉记者，他有个女儿过完年31岁了，看完这封
信后很有共鸣，希望通过本报也给准备春节催婚的父母提了个醒。

选择诚可贵，经营价更高

“不想你有一个凑合的婚姻”

在信中，这位父亲还向女儿提示了婚姻的风险：承担家庭
责任的辛苦，婚姻可能遭受的挑战……然后，他提醒女儿要慎
重选择，来确保自己的幸福。“女儿，我希望你能擦亮眼睛找个
好人。他不用多有钱，但一定要有上进心；‘莫欺少年穷’，他肯
为你改变自己，给你更好的生活，一生努力，一生爱你。他不用
太聪明，但一定要真诚；在这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稀缺的
恰恰不是聪明，而是一心一意，遇见你，走到底。他不用多帅
气，但一定要善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珍惜你的付出，体谅你的
不易，用尽全力，温柔待你。”

在信的末尾，这位父亲说：“女儿，30岁生日快乐，虽然而
立之年已至，但你要记得：永远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再晚也要嫁
给爱情。尽管我不知道那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会和你站在一
起，一起等。”

“永远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市老年大学民舞班学员表演舞蹈《快乐女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