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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曼蓉一样，今年62岁的
顾津红从小热爱音乐，曾在宁波老
年开放大学学过4年钢琴，结业后
又继续跟着蒲黎红老师上网课。这
几年，她坚持每天上午在家练习两
小时，外孙就在一旁听着，耳濡目
染，时常跟着音乐节奏摇摆。顾津
红心想：“既然有好的老师资源，自
己也有能力当陪练，不如让外孙跟
着一起学。”

去年3月，顾津红带上外孙，
到蒲黎红老师家中学琴。本以为男
孩子会很皮，没想到外孙每堂课都
能坐着坚持到下课，专心听讲，这
让她很欣慰。之后，她结合外孙的
上学时间，每周安排三四次陪练，
监督外孙练习学习过的曲目。

顾津红说，陪练的过程也是和
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有挫折也
有乐趣。

“外婆，我要喝水。”“外婆，
我先吃点水果吧。”听着熟悉的

呼唤，对于顾津红来说，钢琴陪练
这“岗位”做了一年，感触颇深。渐
渐地，她会先让外孙花10来分钟
做好各种准备，再进入练琴模
式。

可毕竟外孙年龄还小，练琴又
枯燥，难免经常有打退堂鼓的想
法，顾津红对此表示理解，她在一
旁鼓励道：“这个得学，学了能变聪
明。”有时候，外孙练着练着想休息
一下，她就给外孙讲讲自己学琴的
经历，“外婆这么大年纪还在学，你
一定比我更厉害！”

最近，外孙在练习《哈农》《拜
厄》，顾津红便不厌其烦地在一旁
指导。顾津红说：“我不想他能弹得
有多好，学钢琴重在培养他的毅
力、耐心。”而对顾津红来说，钢琴
陪练这一“岗位”让她的退休生活
变得更充实。

记者 丁晓虹 徐丽文
实习生 唐语乐 文/摄

这些奶奶外婆很给力

为陪孙辈练钢琴，自己每天练五六小时
每天中午，王曼蓉都会把读幼儿园的小孙女接回家，开启钢琴陪练工

作，一天两小时；下午放学，她又成了大孙女的钢琴陪练，每天一小时。王
曼蓉退休后开始学习钢琴，起初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后来随着孙辈们的出
生，她就成了陪练。

同王曼蓉一样，在宁波的各所老年大学，都有一群老年人在钢琴班苦
练，其中不少成了孙辈们的陪练。

据宁波老年大学蒲黎红老师介绍，宁波首个老年钢琴班是1997年在
宁波老年大学开设的，20多年来，近万名老年朋友学习了钢琴，老年钢琴
的教学条件也在不断改善。

王曼蓉今年56岁，学钢琴已
有9年。“我父亲会拉二胡，以前在
甬剧团打鼓板，音乐对我影响很
大，所以一直想在退休后做一些自
己喜欢的事。”在儿子的建议下，她
买了人生中第一架钢琴。

2007年，王曼蓉在现代商城
开了一家布艺店。开始学习钢琴
后，她把钢琴搬到了店里。有客人
时，她陪客人选布料、设计样式，没
客人的时候，就在店里练琴。“可能
是因为我会弹钢琴，客人都比较好
奇，所以我的生意比别的店要好。”
王曼蓉骄傲地说。

大孙女出生后，王曼蓉发现，
每当她弹奏《威尼斯船歌》时，3岁
的娃娃就会在旁边跟着唱，或许是
因为从小听奶奶弹琴，王曼蓉的大
孙女大宝对钢琴也十分感兴趣，所
以从4岁半开始就学起了钢琴。

虽然自己在老年大学钢琴班学
习时，每天都要花五六个小时练习，

她深知，练琴是枯燥乏味的，况且小
孩子的定性差，很难长时间坐在钢
琴前练习，但王曼蓉不会放低对孙
女的要求。“奶奶这么大年纪了都能
弹，你这么小这么聪明一定可以弹
好的。”遇到困难时，王曼蓉经常拿
自己的练习经历鼓励孙女。

“既然已经开始弹了，就要好
好弹。”王曼蓉说，“虽然苦了一点，
但最开心的还是比赛获奖的时
候。”家里的钢琴上，放着王曼蓉孙
女们获得过的奖杯。

王曼蓉还和蒲黎红老师一起，
参加过钢琴学会组织的四手联弹
比赛。“参加比赛太紧张了，弹的时
候手都在抖，不过结果还是不错
的。”王曼蓉对那次比赛的印象十
分深刻。后来，她和大宝还携手在
电视上表演了四手联弹。王曼蓉
深知，学钢琴要走专业这条路非常
艰难，但她还是希望孙女们至少能
将钢琴作为兴趣爱好坚持下去。

学了9年钢琴，奶奶成为两个孙女的陪练

陪练弹琴，“斗智斗勇”乐趣多

14岁跟父亲学武，他精通拳
棍刀枪，却几十年潜心习武不外
露，谦虚、低调做人。10年前，为
了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传统武
学得到传承，他又毅然打破武学
绝技不外传、传男不传女的陈规，
至今已教授百人习武，从幼儿园
娃娃到年近六旬的婆婆。他就是
慈溪观海卫卫西村的陈大富，左
手棍和金栲拳两项非遗传承人。

3月16日中午，艳阳当空，观
海卫卫山公园的小广场上，身着
练功服的两女一男格外醒目。只
见一头黑发的白衣男子，手持一
根长棍，进、退、扫、收、挑、拨、劈、
架、点、穿等各种招数信手拈来，
他的身形轻巧如燕，使出的棍法
虽不紧不慢，却带着呼呼风声。
待他演示完一路棍法之后，身旁
红衣白衣两名女子，便一起照样
来了一遍。随后，男子便开始将
她们的不足之处一一指出，耐心
指点。光看这三人的样貌、动作，
恐怕不会有人相信，两位女士已
是50多岁的婆婆辈，而男子则是
75岁高龄了。这三人，正是陈大
富和他两位女徒。

“这两天中午虽然气温高了
点，但不会影响我们练武。”陈大
富用衣袖擦了下额头的汗水，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我们习武之
人，就要夏练三伏、冬练三寒，现
在是春季，正是练武的好时节，所
以我们每天都会多练几趟。”

左手棍共有72个招式，这套
棍法，陈大富是从父亲陈新章那
里学来的。

“据我所知，明朝时，与戚继
光同被誉为‘俞龙戚虎’的抗倭名
将俞大猷是位武林高手，他当时
驻观海卫抗倭，将所学武艺棍法

倾囊相授给部下。倭寇荡平后，
不少驻军在观海卫留下，弃甲归
田，便将棍法传于后人。”陈大富
说，除了父亲教他之外，还有两位
当地拳师也曾指导过他的金栲拳
等拳法。

金栲拳传承严格，除了传男
不传女外，对于品德不高的人拒
绝传授，怕的是对方恃武伤人。
他也曾想将功夫传给儿子，但学
了两天，儿子就觉得太苦，不学
了。传给外人，他又不放心。

直到10年前，每天要去学校
送桶装水的陈大富，看到学生参
加体育活动时蹦蹦跳跳的样子，
便突发奇想，自己年事已高，一生
武学绝技眼看就要失传，要是能
把它们传给品学兼优的学生该有
多好，不仅可以丰富学校的社团
活动，还可以让孩子们强身健
体。于是，他就和观海卫镇中心
小学及观海卫中学接洽，双方一
拍即合，成立了武术社团，每周固
定时间由陈大富手把手教授。

除了向学生传授生平所学武
功外，陈大富也关心他们的学习
情况，曾拿出1万元奖励那些成
绩好、学武勤的学生。如今，在观
海卫，从幼儿园到高中，陈大富在
8所学校开设了武学课程，跟着
他习武的学生超过百人，其中女
孩几乎占了一半。

“我已经75岁了，几年来也收
了18个徒弟，年纪最大的近60岁，
为的是让他们继续我的志愿，教孩
子们习武强身，让传统武学得到传
承。”陈大富说，令他感到欣慰的
是，现在，好几个徒弟已经能跟他
一起在学校教孩子们习武了。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沈波 岑唯一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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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年》特别推出“老有才啦”系列报道，向社会征
集“老年达人”们不服老的故事，如果您本人就是多才多艺
的老年朋友，或者身边有这样的老年人，欢迎向我们提供
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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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蓉在陪练。

抗倭武术后继有人

收徒从娃娃到婆婆

陈大富在习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