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日比赛现场，5位老人身穿统
一的白衬衫、西裤，搭配领结，皮鞋
擦得锃亮，头戴潮流彩色卷发，彰显
着“青春魅力”。他们用鼓板、越胡、
琵琶、中胡4种乐器，演奏了一曲
《西湖山水还依旧》。

弹琵琶的，手指翻飞，音符如
流水般从指尖倾泻而出；越胡和中
胡拉出的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情
感，让人沉浸其中；鼓板伴奏如画
龙点睛，为整首曲子增添了节奏感
和韵律美……

这一曲，不仅展现了民乐团扎实
的非凡魅力，还传递了“花样爷爷”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待到曲终时，观众
才回过神来，感叹意犹未尽。

今年78岁的俞忠法是民乐团
团长。记者走进他的书房，一眼就
看到各种音乐书籍和厚厚一沓曲
谱，俞忠法正戴着老花镜，在笔记本
上书写。

“我是60多岁才开始系统学习
乐器的，空余时间在网上找中央音
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老师们的
课件来学。”记者定睛一看，俞忠法
正在B站上跟学课件。

俞忠法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乐
器：“小时候村里有越剧团来演出，
乐师在戏台上敲敲打打，我能从头

看到尾，好想自己也能上台拉二
胡。但那个时候的农村，哪有学乐
器的机会？后来我就跟着父母下地
去了。”

成家后，俞忠法忙于养家糊口，
儿子成家后他又忙着带孙女，学习
乐器的心思只能暂时搁置。

随着孙女渐渐长大，俞忠法和
老伴邬阿姨渐渐有了空闲时间。爱
好戏曲的邬阿姨到鄞州区老年大学
报名学习越剧，还加入了社区戏曲
社。兴趣十足的她经常在家中练
习，但没有伴奏总觉得不给力，一来
二去，俞忠法就自学了二胡给老伴
伴奏。2013年，他来到鄞州老年大
学报名学习民乐演奏。

俞忠法和俞忠明是兄弟，都爱
好民乐。在鄞州老年大学，俞忠法
又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徐书清、俞记
康、俞锡祥。“老年大学里学乐器的
男性不多，刚好我们几个年龄相
仿，就凑在一起了。我们中间，除
了徐书清当过音乐老师，其他人都
跟我一样，六七十岁了才开始学。”

因为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们
平时练习都特别努力。为了民乐团
的乐器演奏更加丰富，俞忠法和俞
锡祥又学了琵琶演奏。如今他们每
人都会演奏两种以上乐器。

20年出资又出力

他在家门口
拉起一支门球队

“王阿伯，谢谢你啊，这份荣誉实至名
归！”昨天，北仑区大碶街道镇定社区党委书
记邹凌云为王惠信送来了北仑区门球协会
颁发的“优秀运动员”奖状和奖牌，并对这位
年近八十却依然在家门口为门球运动奉献
心力的老人表示感谢。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每一个热爱门球、支
持社区体育事业的朋友。”作为社区门球队队
长，此时的王惠信刚结束球场上的训练和指
导。78岁的他精神矍铄，走起路来腰杆笔挺，
在球场上的一招一式更是展现着年轻态。

听说他又摘得了荣誉，门球队的成员们
一点也不意外。在当地，王惠信小有名气，
20年来他把门球运动当作事业，出资又出
力，拉起了一支近20人的队伍，让家门口的
老人老有所乐。

一腔热血源自军人本色。年轻时王惠
信参军入伍，为国家奉献了青春年华，退役
后他回到北仑工作，2005年退休。

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他却总在想
着，自己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

退休那年，朋友约他打门球。彼时，他
连门球是啥都不知道，但拿起球杆尝试了一
番后觉得，这项运动对老年人很友好，规则
简单，有益身心。

当时门球运动尚未普及，大家对这项运
动知晓度不高。对此，王惠信做出了一个决
定：组建一支当地的门球队。

组建队伍，并非易事，资金是第一要
素。次日一早，他便喊来朋友商议此事，一
拍即合之下，他当即拿出1万元做表率。在
他的带动下，几个朋友都表示愿意筹钱“投
资”建队。“我出1000”“我出500”……很快，
门球队启动资金筹集到15000元。

王惠信担任门球队队长，他一边充当教
练角色，为队员们提供指导和训练；一边又是
运动员，积极参与比赛，与队员们并肩作战。

为了让队伍发展得更好，之后的几年
里，他每年都会拿出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的
资金，为门球队购买球杆、护具等装备。

运动的魅力在于竞技和挑战。当队伍
发展壮大，队员技术越发娴熟，王惠信不甘
于在家门口自娱自乐了。他推动创办跨区
域的邀请赛，为球员们争取到了更多交流和
学习的机会。至今，他带领社区门球队已逐
级参加了街道级、区级、市级比赛 300 余
场。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球技，球队屡
获佳绩，累计夺得个人和团体奖项50多个。

“门球比赛有个规定，超过79周岁就不
能再参加了。”王惠信说，考虑到年龄，明年

他就要退下来了。对他来说，今年最重
要的任务就是选拔一个有担当的
队长，把队伍交给对方，让门球运
动持续热下去，成为门球爱好者
的精神家园。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何俞婧 文/摄

“学成归来”的爷爷们在邬阿姨
的推荐下，一起加入了社区戏曲社，
为爱好越剧、甬剧的居民伴奏，才艺
也有了发挥的舞台。

其实，5位老人并不都住在雍城
世家小区，他们约定每周一下午聚
在一起学习。74岁的俞记康家在横
溪镇，来雍城世家要坐1个小时的
公交车，但是每次排练从不落下，

“每次来我都很满足，民乐团就是我
的精神支撑。”

感受到这份热情和信心，雍城
社区党支部书记郑国画鼓励“花样

爷爷”们从幕后走向台前。社区为
民乐团提供了固定的排练场地，当
街道、社区有活动时，也会第一时间
通知他们参加。这次“潮爸潮妈才
艺SHOW”就是社区网格员小孔替
爷爷们报的名。

从幕后到台前，“花样爷爷”们
用实际行动证明，年龄不是梦想的
绊脚石，只要有热爱和坚持，都能
在生活的舞台上绽放出属于自己
的光芒。

记者 贺艳
通讯员 朱莹莹 陈超波 文/摄

平均年龄77岁！
民乐团乘风破浪

人生 70 岁，
还能学习新技能
吗？鄞州区首南
街道雍城社区的
“花样爷爷”民乐
团用行动告诉大
家：能！

这支民乐团
成立于 2022 年，
由俞忠法、俞锡
祥、俞忠明、俞记
康、徐书清5位老
人组成，年龄最
大 的 俞 忠 明 80
岁，年龄最小的
俞锡祥 73 岁，目
前团队成员平均
年龄77岁。

5位老人中，
有 4 位毫无音乐
基础，但他们硬
是 凭 着 一 股 热
情，通过抖音、B
站等平台和鄞州
老 年 大 学 的 课
程，练出了一手
好技艺。近日，
他们参加了由鄞
州 区 老 龄 办 指
导、宁波日报报
业 集 团 主 办 的
“潮爸潮妈才艺
SHOW”初赛（雍
城社区赛点），以
一首《西湖山水
还依旧》惊艳全
场。

“花样爷爷”乘风破浪，从幕后走到台前

为圆儿时音乐梦，六七十岁开始学乐器1

2

“花样爷爷”

““花样爷爷花样爷爷””民乐团参加民乐团参加““潮爸潮妈才艺潮爸潮妈才艺SHOW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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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