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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青春的老父亲永葆青春的老父亲

名册上的人
你们还好吗
□记者 何奕儒 文/图

翻出这本老旧的高一年级学生
名册，毕业于原新安县石寺高中的
李金河，记忆被拉回43年前的菁菁
校园，那里有破旧的砖瓦房、褶皱
的白衬衫，还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
自己……

从上小学开始，李金河的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他是老师眼中的香
饽饽，而这本学生名册，就是高中数
学老师送给他的礼物，里面写有老
师的讲课大纲以及给学生布置的
课堂作业。名册的前几页工整地
书写着李金河与同学们初入高中
时，摸底考试的成绩，那些名字，他
都记得。

1972年，李金河没有辜负父母
的期望，成功升入高中。那时，他家
的经济条件不好，学习是他改变命
运的唯一途径。“当时人们并不重视
教育，学生们的知识水平差距很
大。”李金河回忆说，为了因材施教，
开学第一课，数学老师准备了一场
摸底考试，刚开学就考试，学生们都
很紧张。

很快，成绩出来了，班里的大多
数学生都没及格，而李金河考了75
分,是全年级的佼佼者，但他没想
到，好成绩给自己招来了麻烦。

那些没及格的同学觉得考了高
分的李金河让自己很没面子，打算
放学后把他狠狠揍一顿……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李金河笑
了：“我才不怕他们呢，我就一门心
思考第一名！后来我还当上了学习
委员，这本学生名册就是老师给我
的礼物。”

见过我父亲的人，都
说他最多只有60岁，其实，
11月15日，他已经过了80
大寿。我父亲的青春秘诀
就是性格开朗、爱出游。

我父亲不爱斤斤计
较，对什么事都看得很
开。在家里，他爱看电视、
睡觉，但一出门旅游，他就
精神抖擞。我经常带父母
去各地旅游，这张照片就
是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休
息时，我给父亲拍的。

（口述 人 洛 龙 区
商民杰 记者 闫卫利
整理）

（本文配图由口述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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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卫利 社区通讯员 刘彩琴
通讯员 杨亚菲 文/图

老旧的学生名册

市老年大学声乐班分初级班和中级班，初
级班学员大多不懂乐理知识，老师从最基础的
哆来咪讲起，学员们一大把年纪，有的还戴着老
花镜，可认真得跟小学生似的，一笔一笔记下每
一个音符，张开嘴巴练发声，还有的拿着智能手
机，把老师的歌声录下来，回家跟着练。

老年人跟年轻学生的心态不一样，为了得
到老师更多的指导，学员们争着往前排座，举手
发言一个比一个积极。

“你的声音有些涩，气息没跟上。”“你的嘴
巴要像咬苹果一样张开。”在声乐课上，老师朱
小苗会一个个给学员指出问题所在。

“唱歌要丹田发力，一堂课练下来，浑身出
汗，就跟进行了一场有氧运动似的，很舒服。”老
城区的隋小真说。隋小真喜欢唱歌，但以前没
有受过专业指导，这半年练下来，她的气息运
用、情感表达都很到位，再进KTV跟老同学们唱
歌，一开口，同学们纷纷伸出大拇指说：“到底是
上过老年大学的人，厉害！”

今年刚进市老年大学的刘永庆，原来就是一个唱歌
迷，进了声乐班后，更是歌瘾大发。他60多岁，上有老、
下有小，尽管如此，他还忙里偷闲学唱歌，除了到市老年
大学上课，家里满屋都是他的歌声，带着孙子唱、买菜路
上唱，就连骑自行车时也在唱。晚上，他还要去洛浦公园
里，对着洛河唱歌。

“跟着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嗓子打开了，越唱
越陶醉，对着洛河唱歌能吐故纳新，随风荡漾的碧波、绿
油油的植物让我想象着自己正在草原上驰骋，那真叫舒
服！”刘永庆说，“我一开唱，根本停不下来。”

跟刘永庆一样，声乐班的学员们唱歌都停不下来。
课间本来是休息时间，结果大家都忙着练嗓子。还有学
员忙着请教：“这里应该怎么唱？”“这个音符标注得对不
对？”小记被他们的认真感动了。

“唱歌最方便了，不用拿工具，不需要专门的场地，两
节课的学习，让我们一周唱个不停，心情舒畅还不耽误干
家务，多美！”家住周公路的石凤英说。

我来唱歌
你来和

进班先学哆来咪

一开唱就停不下来

爱唱歌却
看不懂乐谱、不会
正确发声的人不在
少数，如果你也是想
唱歌的“乐盲”，就
跟着市老年大学声
乐班的学员一起
学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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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