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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他们并没有远离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把欢乐带给众人，让生活更加绚丽多彩；年过花甲，岁月的风霜在
他们面庞刻下印记，他们却愈加坚定，用自己的智慧照亮人们生活的一角。

朱晨晓和杜銧，一个是锡剧舞台的名角，却善于为人搭台；一个是养花爱好者，但喜欢与人分享。他们深信：赠人玫瑰，自己也必
然手留余香。

只有“有所为”才能“有所乐”，朱晨晓、杜銧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朱晨晓：执着的艺术之路

杜銧：予人“玫瑰”分享快乐

在嘉定，常年活跃着一个深受老

年朋友喜爱的文艺团体——嘉定区老

年人艺术协会。这个团体又与一个人

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他就是国家

二级演员、区老年人艺术协会常务副

会长朱晨晓。

在嘉定，不少50岁以上的人都认

识朱晨晓，因为他的锡剧，更因为他的

人格魅力。

投身锡剧 矢志不渝

1959 年，嘉定锡剧团到无锡招

生，从小就对锡剧耳濡目染的朱晨晓

报名参加了锡剧团，那一年，他还是个

16岁的少年，从此悠扬婉转的锡剧成

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在锡剧团学习的

那段日子，每天6：00到21：00，除了吃

饭，就是练唱功、练身段、学翻跟斗，还

要学习文化课程……第二年，朱晨晓

开始登台演出。

那时候，到一个地方演出，演出的

服装、道具、舞台，都要带着。当时水

路相对发达，所有的行李都装到船上，

由剧团里的男性拉纤向前行进。朱晨

晓记得，走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从马

陆戬浜到华亭，步行了4个小时，才在

16：00前赶到，靠岸之后，演员还要把

船上的行李卸下来，把舞台搭好，接着

就要化妆准备演出。夏天的晚上，舞

台两侧 2 盏汽油灯熊熊燃起，照亮了

舞台和村民们兴奋渴望的脸，却也吸

引了无数的小飞虫，一开口唱戏，无数

的小飞虫就争先恐后往嘴里钻；晚上

睡觉，就到老乡家里把他们的门板卸

下来当床睡……当时和朱晨晓同年进

剧团的孩子有40多个，不少人因为吃

不了苦而打了退堂鼓，最后坚持下来

的包括朱晨晓在内只有十几人。

“那时候的条件苦是苦，但是看戏

的人多，一场戏观众少说有三四千人，

多的时候有七千多人。”朱晨晓说，人

越多，他唱戏的劲头越足，而所谓的

苦，在这一刻也就不觉得苦了。由于

朱晨晓的唱腔笃实、吐字清晰、极富韵

味，没几年时间，他就在锡剧舞台上崭

露头角，并名扬苏浙沪一带。

台前幕后 华丽转身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受电视等媒

体冲击，嘉定锡剧团解散。朱晨晓先后

到区老龄委和民政局工作，投身老年文

艺团队组织工作，开始从台前转入幕

后，实现了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

在朱晨晓的周围，有一批由退休

老年志愿者组成的戏曲演员，他们中

有的就是朱晨晓原来在锡剧团的同

行，有些则是群文艺术爱好者，到敬老

院、到社区为老人唱戏，成为他们退休

后的“工作”内容，每年，他们送戏总数

达 150 场，老年观众有 4.5 万人，占到

全区户籍老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这

支业余队伍带来的节目常常让老人们

看得前仰后合，有的老人还“入戏颇

深”：9 月 20 日上午，在华亭镇敬老院

演出锡剧《夜明珠》时，看到戏里的儿

媳虐待婆婆，一位阿婆忍不住跑到台

上，指着剧中的“儿媳”对“婆婆”说：

“你到法院去告她！”，令人忍俊不禁。

演出结束，老人们往往要问上一句：

“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演？”令朱晨晓和

队员们倍感鼓励和温暖。

队员们外出演出没有酬劳，演出

的服装要自己买，演出的车辆有时候

是借的，借不到时就乘公交车、骑自行

车……这种情况下，朱晨晓身边的这

支队伍人数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

“朱老师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区老年

人艺术协会秘书长姚惠娟如此评价，

对工作精益求精、演出中出现问题批

评起队员来不留情面，但是对每一个

人的关心又是无微不至，从编排节目、

布置场地、通知演员、到担当主持，他

也总是亲历亲为。熟悉朱晨晓的人都

说，他一点也没有国家二级演员的“派

头”：单位每天午饭所用的蔬菜，到现

在还是朱晨晓每天早起与食堂阿姨一

起去菜场买来的……

桑榆未晚 为霞满天

近两年，嘉定区老年人艺术协会

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戏曲队参加市

中老年戏曲演唱比赛分获越剧金奖

和京剧银奖，排演的沪剧表演唱《阿

庆嫂办喜事》入选上海世

博园市民广场演出节目，

连 演 9
场 ；锡

剧表演

唱《新

双推磨》

入选上海

国际艺术

节，并在

南京路步

行街广场

演出……

随着协会

资 金 日 益 宽

裕，服装买来

了，一些经典大戏也能排了，今年，西

上海（集团）有限公司还捐赠了一辆面

包车，队员们出行也方便多了。现在，

在区老年人艺术协会里，已经有舞蹈、

合唱、书画、戏曲 4 个分会和 10 个小

组，参加分会和小组的老年志愿者人

数达到了 400 多人。今年，在上海市

“银龄唱响”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歌会

上，区老年人艺术协会的合唱队获得

了优秀歌队和优胜奖，舞蹈队参加全

国和上海的秧歌比赛分获二等奖和一

等奖。

在嘉定唱了50年的戏，不少人是

听着朱晨晓的锡剧与他一起成长的。

在农村、社区、敬老院中，朱晨晓拥有

大批“戏迷粉丝”。自己种的青菜、家

养鸭子下的蛋……朴实的村民喜欢把

这些“土特产”送给朱晨晓，并且一定

要他收下。朱晨晓收下了，他们心里

也欢喜了。不过，逢年过节时，月饼、

食用油……朱晨晓总是会带着一些自

己的礼物，去这些村民家里坐坐。

养花种草、骑游垂钓，娱己之外，

杜銧不忘悦人，小到养花技巧，大到国

家政策，都是他与人分享的内容。退

休11年，他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还

拥有了一批老年“粉丝”。退休之后，

他的人生之花散发出了别样的馨香。

退休后，“职业”是养花

月季之花亘四时，梅花之疏影横

斜，吊兰之清翠摇曳，长春之四季长

青，水仙之花姿婀娜，桂子花满庭幽

香……走进新成路街道迎园二坊杜

銧家的天井，130多盆、30多个品种的

花卉盆景有序摆放在花架上，春花秋

色像个小公园。更让人不可思议的

是，深谙花草妙用的杜銧竟然自己种

了10多种具有治病疗效的药草，家中

有人得了小毛小病，一用便好。

“患了口腔溃疡，只要摘下芦荟叶

子洗一洗吃了，第二天保证能好；佩兰

泡的茶清澈碧绿，可以清热解毒……”

杜銧随手指了几种花草，都能一五一

十地道出其药效。起初，杜銧向别人

介绍时，总会惹来质疑声：哪有那么好

的事情，有病不用去医院就能好？直

到发生了一件事，大伙才开始由衷地

佩服他。原来，此前杜銧的老伴右脚

患有关节炎，常常觉得酸疼。在药物

医治作用甚微的情况下，杜銧用三七

花涂在老伴的膝盖上，没想到一周后

疼痛感就消失了。这件事传开后，不

少患有关节炎的老人慕名而来，神奇

的疗效让他们啧啧称奇。

养花如今已经成了 71 岁的杜銧

的“职业”，当初怎么会喜欢上养花

呢？原来，老杜退休前曾在绿化工程

队工作过，那段时间对花草有了初步

了解，却因为工作繁忙无暇在家中养

花。退休后，老杜潜心研究花草。在

杜銧家中的书架上，从《本草纲目》到

《中国花经》，再到《时尚养花大全》，

一溜儿摆着众多关于花草的书籍。

就这样一边看书一边实践，老杜摸索

出了一套养花的心得。老杜常想：大

家都在养花，怎么才能种出特色？他

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那时候杜銧患中耳炎，父亲也不带他

去医院，而是将自家种的虎耳草压碎

了涂在他的耳朵上，没几天伤口竟然

愈合了。受此启发，老杜就决定好好

研究一番花草的药理，没想到竟然真

搞出了些名堂。

爱养花，更爱与人分享

养花讲究水、土、肥料等各种要

素，特别是泥土，对花的成长尤为重

要。刚开始时，老杜用小区里挖来的

土种花，效果非常差。为此，老杜骑自

行车在乡间到处寻觅，终于被他发现

了一处废弃的牧场，挖回来的泥土用

来养花效果奇佳。“那里原来是养猪

的，猪粪在泥土里发酵之后，使得泥土

既松软又肥力足。”杜銧告诉记者。挖

到“宝藏”的老杜并不独享，常常将自

己挖回来的泥土分给大伙儿。

如今的杜銧，常到社区义务讲授

养花常识，深入浅出地讲解种花方法，

受听居民近千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养花知识，杜銧还在社区报上登载自

己的养花经。不但如此，别人只要养

花碰到难题了，就会捧着花盆上门求

教。有一次，一位居民将原来杜銧送

给他的一盆花拿来，上门就说：“老杜

你不是说很好看的嘛，怎么现在成这

个样子了？”看着正在脱落的宝石花，

杜銧哭笑不得：“你肯定给它浇了太多

水，宝石花不太需要很多水分的。”一

周后，杜銧将“医治”好的宝石花再次

送至这位居民家中，看着“起死回生”的

宝石花，他连声赞叹老杜“医术高明”。

杜銧居住的23号楼道里有4个花

架，由他“承包”下来后，楼道里因为有

花而充满生机。老杜总说：“我这把年

纪了，能找到一件事干，并能与大家分

享，已经是件幸运的事了。”

志愿者，生活更精彩

“每天光是我们新成路街道产生

的垃圾就有 68 吨，可以堆成一个 1 米

高的篮球场，1 年 365 天，如果不做好

垃圾分类减量，又要多产生多少垃

圾？”做百姓宣讲团宣讲员已经多年，

杜銧讲起课来，很少仅仅使用枯燥的

数字，他喜欢用生动的语言宣讲，喜欢

与听众上下互动，有时候还会准备一

些道具让宣讲内容更容易被人记住。

比如在宣传垃圾分类时，他就找了纸

板、竹片、果皮等实物，教居民辨识哪

些是干垃圾哪些是湿垃圾。“给社区居

民讲课，理论的东西只要让他们知道

就可以，不必深讲，最主要的是要让他

们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要怎么做。”

杜銧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杜老师讲

得实在、生动，我们听得进。”不少社区

老人这么说。

杜銧还是新成路街道为老服务志

愿者，定期去新成路街道敬老院为老

人读书、读报。老人们都喜欢听杜銧

讲嘉定的老故事，“教化嘉定”的来历、

“望新”名字的演变……不少故事令老

人们恍然大悟又倍感新鲜。而为了准

备这些故事，杜銧成了图书馆的常客，

有时候还要跑去故事发生地去询问当

地人。“你下次来要把这个故事再讲一

遍哦。”有的老人俨然成了杜銧的“粉

丝”，在听过一遍故事后意犹未尽，在

杜銧临走时还特意拉着他的手嘱咐。

退休后，杜銧的生活充实而快乐。

他建议整天“宅”着的老年人要尝试走

出去：“不要总窝在家里看电视或是围

着麻将台，培养一些健康的爱好，多参

与社会活动，把有意思的、快乐的事情

与人分享，这样的生活才开心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