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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三月，天地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

早卧晚起，以待日光。——元《摄生消息论》”
健康快乐周刊

星报讯（记者 陈明）“这本书法集真实地反映了
我目前的书法水平，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交出了
这份‘答卷’！”12月12日，黄山市徽州区民间书法家张

忠一老先生在自己的《金弓书法集》首发式上，既谦虚
又饱含深情地说道。

张忠一，字金弓，今年74岁，是一位退休教师。张
老生于徽州，长于徽州，受父辈影响，自幼便勤习书法，
从 12 岁起临池不辍，长达 60 多年的书法生涯，造就了
他独具特色的书法品格，其作品深受社会各界好评，并
被许多国家收藏。

有趣的是，张老有不少墨迹是留存在农家的竹木
器具上的。朴实的乡亲们敝帚自珍，喜欢在自己的器
具上标明主人姓名和置办年份，既是铭记，也方便保管
和使用。作为老师，张忠一在乡亲们眼中是大知识分
子，所以大家就找上门来请他写。忠厚的张老用心落
笔，工工整整写下每一笔字，不肯马虎应付。久而久
之，远近村民但凡红白喜事、开会应酬、书写条幅对联
等等，都前来相求，张老总是来者不拒。

张老的作品节奏明快，布局灵活，点画精到，博采
众长；字体秀美，笔力遒劲，侧锋求势，中锋求力，藏锋
求韵；以楷见长，行草皆精，时而中锋走笔，时而骤雨旋
风，深受群众喜爱，也得到同行的一致认可。

首发式上，张忠一谈到了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我
以为书法等于写字，可写字不等于书法。练习书法首
先要坚持传统的继承，力求创新要与新时代审美观点
完美结合。离开传统，书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离开创新，书法就成了枯萎的朽木，变成一潭死水
了。”与会人士认为，《金弓书法集》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相信张老会在未来创作出更好的佳作。

星报讯（刘家东 钱小秀 记者 马冰璐） 走进合肥
市蜀山区科企社区自行车厂宿舍二号楼，冬日里的一
抹绿意顿时映入眼帘。在这个不到 15㎡的小院子里，
错落有致地摆放着30余盆花草，一位老年人正在为它
们修剪枝丫，他叫黄桂云，今年59岁。

腊梅、文竹、兰花、牡丹、月季……说起养的花，黄
桂云如数家珍。目前他家里养了30余盆花草，约有十
来个种类。“我从30多岁起就开始养花，当时还专门买
了养花的书。20多年来，我也不记得养过多少盆花了，
不管是草本、木本的还是水生的花草我都有涉猎。”说
到当初为何与花卉结下不解之缘，黄桂云说：“因为我
的母亲喜欢养花，尤其喜欢兰花，从小受她的影响吧，
我也很喜欢花。后来母亲去世，我养花也有纪念母亲
的意思。”

黄桂云平日里没啥喜好，就爱四处溜达，可人家看
的不是风景而是路边野生的花草。“我家这么多花草，

除了当初花6块钱买来的一株月季外，其他很多都是我
散步时候捡来的，有的花草蔫掉了被人扔进垃圾桶，我
也拾回来，我觉得还能养活，扔掉了多可惜。”黄桂云
说，朋友、邻居养不活的花草也会送给他，经他悉心照
料一番后不仅起死回生，还更加枝繁叶茂。“你看这个
文竹兰，几个月前只有拳头大小，叶子都黄了，我拾掇
之后，现在长得很茂盛，回头得换个大点的花盆了。”

养花早已成为黄桂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退休
后从事保安工作的他，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花草浇
水。“有时候值夜班，下了班都一两点了，我回家也顾不
上洗漱，必须先给它们浇水。”

每逢春夏季节，黄桂云家的花卉争奇斗艳，芬芳四
溢，邻居朋友经常向他讨要，黄桂云也欣然同意。“其实
我也不是专业的养花大师，我就追求那份惬意。左邻
右舍看了都夸花养得好看，我也开心。”这是黄桂云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

养花20余年 草根大爷成“大师”
花卉蔫了，他能让它“起死回生”

六旬阿姨
能歌善舞
热心文艺的她带领大伙
组建舞蹈队、合唱队

星报讯（王鹏 钱小秀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合肥市美虹社区的刘智慧阿姨（见下图）不仅

能歌善舞，还十分热心，先后带领大伙组建了
一支舞蹈队、一支合唱队。如今，不管是舞蹈
队还是合唱队，都小有名气。

66岁的刘阿姨性格开朗，为人热情，从小就
喜欢文艺活动。“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学会了唱
歌、跳舞。”她说，印象中，自己经常和同学们一
起上台表演，“可有意思了！”回忆起与舞蹈再次
结缘，刘阿姨说，那得追溯到 20 多年前，“那时
候，厂里经常举行文艺活动，舞蹈更是风靡一
时，从那时起，我又开始跳舞了。”

10多年前，刘阿姨退休了，退休后，她开始
在晨练点、晚练点带着喜欢跳舞的居民一起跳
舞，“没多久便组建了舞蹈队。”她和队员们一
起为舞蹈队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虹之韵舞
蹈队。如今，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壮大，舞蹈队
已拥有三四十名队员，年龄最大的 78 岁，最小
的也有 50 多岁了，“我记得，刚组建时，才十几
个人。”如今，舞蹈队在蜀山区小有名气，经常
受邀参加演出、比赛，“这些年来，大奖、小奖拿
了不少。”

2013 年，为了配合一次演出，刘阿姨又带
着老姐妹们学唱歌，并组建了合唱队，“当时，
演出的节目是歌舞表演，但我们都不会唱歌。”
为了顺利完成演出，刘阿姨带着部分队员参加
了一个短期培训班，“老师教了我们一些歌唱
技巧和基础知识。”老师的耐心教导，加上她们
的勤学苦练，很快，大家便唱得有模有样了，

“我们的合唱队虽然起步晚，但是进步非常
快。”如今，合唱队在辖区也是小有名气，经常
受邀参加演出。

“对于如今取得的成绩，大伙都非常有成就
感。”刘阿姨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大伙的勤学
苦练，“大家的毅力和决心，让我非常感动。”

一生结缘毛笔，晚霞交出“答卷”
墨迹留存农家竹木器具上，乡亲们当宝贝

咱爸咱妈ZANBAZANMA

星报讯（刘小娟 记者 祁琳） “别打牌了，去我那
打腰鼓吧。”在合肥瑶海区大通路街道绿苑社区里，徐
大姐经常向遇到的姐妹们宣传她们的俏夕阳腰鼓队，

“我们队伍将近40人，大家因为爱好聚集在这里，我们
为社区居民表演不收钱，希望更多的老年人加入。”

徐大姐是热心人，虽不是绿苑社区辖区居民，但对
附近非常熟悉，退休后，就想组织姐妹们一起玩，“总是
打牌、打麻将，身体得不到锻炼和放松，对健康不利。”

开始，徐大姐召集十来个姐妹一起学习打腰鼓，
“多亏社区照顾，专门找房间给我们训练。”起先的学习
困难重重，大家都是零基础。徐大姐就从网上下载视
频，带领姐妹们一起模仿，大家越练习越感兴趣，去年9
月份成立俏夕阳腰鼓队，每星期一、三、五都在这个房
间里练习。发展到现在，已有近 40 名成员，而且大家
不仅仅学腰鼓，黄梅戏、竹板舞可是样样拿得出手。

徐大姐告诉记者，尽管队伍成立时间不长，但已出

了成绩。今年在一次广场舞比赛中在两百支队伍中脱
颖而出，冲进了16强，这些成绩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从队长刘晓霞到下面的每一位队员、每一位老师，大家
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刘队长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排练
一个节目，需要打鑔，刘队长没有基础，但她说给她一个
月时间，一定能练好。”

徐大姐说，之后一个月里，刘队长晚上就会到没人
的地方自己练习打鑔，手都磨出血，最终在比赛中，也
是因为刘队长的打鑔得分不少。刘阿姨说，因为俏夕
阳腰鼓队名声在外，经常有活动、晚会需要她们去表
演，不过她们每次都不会主动要钱，不谈报酬。

“顶多是给一点钱，50、100的，拿到这个钱我们统
一分配，买点好看的头花，下次表演更好看。”现在，俏
夕阳腰鼓队队员们正在忙活着制作一个属于自己队伍
的视频，“挂到网上，让更多的老年人来加入我们，散发
老年人的光彩。”

召集姐妹学打鼓 打起腰鼓夕阳俏
退休不能光打牌，应该像她们一样学着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