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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良渚文化村随园嘉树养老公寓有
个“少年宫”，22位成员唱歌跳舞，聊天玩乐，
非常开心。

少年宫应是儿童的乐园，而随园“少年
宫”的22位“少年”却都是寿登耄耋的银发老
者，他们童心勃发，乐而忘老，乐而忘忧，活
出了人生的新境界。

“随园是返老还童的地方！”在此养老的
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原站长谢军如此评价。

孤独无药可医

201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在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之外，允许机构养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养老市场。

2013年因此被称为中国养老产业元年。
随园嘉树养老公寓项目便于这一年启

动，采用的是邻里式养老模式：独立居住，社
群氛围，适老配套，服务保障。其优势是：老
人可择邻而居，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形
成邻里和睦共生的氛围，这一模式受到知识
分子的青睐。

王竞是著名眼科专家，原浙一医院院
长，温文尔雅的忠厚长者，在业界名声卓著；
夫人周馥贞是浙江大学妇产科医院副院长，
生育专家。他 75岁才正式退休。原计划随女
儿去国外养老，但偶然参观随园的一个机缘
改变了他的计划。

一入随园，王竞便被吸引：依山而建的
公寓层层展开，错落有致，园内绿树成荫，状
如花园；景观餐厅、阳光阅览室、多功能厅、
健身房、咖啡吧一应俱全，老年大学常青树
学院有 20多门课可供选取；交谊舞会、歌舞
晚会、书画学堂、雅致茶道等活动丰富多彩。

与传统养老只解决吃住等生存问题不
同，随园更注重老人的精神生活。

国内有这么好的养老机构，还去国外干
吗？更何况这里有许多旧识，光是浙江大学
教授就有 60 多位，在这里至少不会孤独。
2015年5月，他们搬进了随园。

孤独，困扰老人的顽症，几乎无药可医。
对于退休生活，梁文海与爱妻杨佩杭看

法一致：找一个环境好、设施好、生活方便的
地方安度晚年。

梁文海聪慧过人，12 年中小学 8 年完
成，14岁考入南京大学，18岁即入浙江大学
任教，桃李满天下。

忙碌了一辈子，退休了，该好好享受生活
了。他们在钱塘江畔购得一套临江住宅，每天
江堤散步观景，听潮起潮落，看云起云飞。工
作、生活压力没了，再不必为上班操心，为人
事纠葛烦心，为繁琐杂务忧心了，美宅、美景、
美食，每天牵着爱侣的手，尽情享受着工作时
无法诉说的情话，夫妇俩乐在其中。

但不知何时起，当话题聊完，夫妇默默静对，
一种情愫悄然爬上心头：生活中似缺点什么。

一次学生来探望，对环境赞叹不止，而
后问：“老师，长年住这里会不会孤独啊？”

孤独？是啊，离开职场，离开了原有的人
际关系，他们开始感到孤独。

他们长年忙碌，连孩子都没要，如今膝
下荒凉，到生活无法自理时，谁来照顾？他们
想到了养老院。

2015年底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梁老师，你不是想看看养老院吗？我在老

罗家，你来看看，这里太好了！”朋友来电话说。
老罗是梁文海在浙大的邻居。那个“太好

了”的地方便是老罗已定居的随园养老公寓。
对于养老，老罗是未雨绸缪，早在2000年

就在厦门买了房子，夫人林中是浙大教授，福
建人。一次，他看到一个介绍随园的视频，遂被
吸引，过来一看觉得好，当即定下在此养老。

接到电话，梁文海夫妇次日就赶到随园。
“关门是封闭的家，私密性强；开门是

热闹的小社会，有各种活动；附近的小镇春
漫里，很像欧洲小镇，这正是我们期望的养
老机构。”梁文海夫妇一看便喜欢，决定在
此养老。

对于孤独，老汪头有着切肤之痛。
老汪头叫汪德钟，1924年生，1941年毕

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福建石化厅离休干
部。他自小喜欢音乐，在大学他是合唱团成
员，离休后是福建省老干部合唱团成员。
1985年夫人病逝，儿女都结婚了，家里仅他
和保姆，他感到非常孤独。

他害怕孤独。女儿的公婆都是离休干
部，因为害怕孤独，长住医院。孤独使这对夫
妇性格怪异，夫妇不愿同病房，只好分开。

孤独催人老，不能像亲家一样生活啊！得知
杭州有个随园，2015年3月，他专门来此考察。

三月春阳，园间新绿，夹道樱花，如雪如
云，赭红色的建筑掩映在一片绿色中，老汪
头马上被吸引，决定留下。

与老汪头不同，老伏爷是被女儿“逼”来的。
老伏爷叫伏纬华，浙江省医科院原院

长，入住时86岁，已患有癌症。儿女都不在身
边。女儿在随园为他订了一套房。养老院不
就是数着日子“坐吃等死”的地方吗？他不愿
去，拖了 5个月才勉强搬进。入住时，女儿跟
汪浙成、汪德钟等几个邻居打招呼，希望他
们多和父亲说说话，解除他的寂寞。

刚来时，他独往独来，脸上阴云密布。
但他很快发现：几位邻居都性格开朗，

都喜欢唱歌。那天他也加入这个群体一起唱

歌。他本是一个天性活跃的人，很快融入这
个群体中，阴云散去，笑颜常驻。

“别人是交际花，你是交际草啊！”邻居
楼奕林开他的玩笑。

“老男孩”上中央台

清晨6点，随园内鸟鸣阵阵，老人们陆续
走出公寓，开始晨练，或急步匆匆，或慢步行
走，或两手扶杖疾走，也有坐在轮椅上被人
推着走的。

随园 615 套公寓，居住着 1000 多名老
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早上 7时，随园食堂开
门迎客，老人们鱼贯而入，热腾腾的早点，豆
浆、豆腐脑、杂粮稀饭，传统早点油条大饼，
拌面馄饨，丰富多彩。

上午 9点，22个兴趣小组开始活动，常
青树老年大学各学科开课。每天下午都有电
影，晚上歌厅向所有人开放。

老汪头瘦高挺拔，入住第一天傍晚散步
遇一男子正在倒走，此人高大魁梧，见面向
他颔首，一问，两人同住一楼，同姓，同属鼠。
这三同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男子便
是汪浙成，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江南》杂
志原主编，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在内蒙生活
了28年，他是健身达人，耄耋之年，仍龙行虎
步，每晚都在园内倒走，都会豪气干云地对
着山谷“啊啊”练声。

汪妻楼奕林是个诗人，性格开朗活泼。
夫妇俩是天作之合，出双入对，是随园里一
道风景。人讲究缘分。老汪头与汪浙成一见
便如旧识，后胡毓林加盟，4人每天在一起热
闹得很。

2015 年底，楼奕林建议搞一次迎新晚
会，大家都很赞同，晚会在老伏爷家举行。王
竞、周馥贞夫妇，钱可大、沈玉英夫妇等共13
人参加。大家各自带来食品，老汪头特意买
了礼物分送“孩子们”。晚会上王竞、钱可大
夫妇唱歌，胡毓林跳舞，楼奕林朗诵诗歌，老
汪头、老伏爷、汪浙成等独唱，后又合唱了英
语歌《you raise me up》。

歌声荡漾，笑声四起，这些 80后、90后
全然忘了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时光倒流，他
们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活到 90多岁，我还从来没有过过这样
快乐的节日！”老汪头感慨万端。

后来，老人的合唱节目被推荐到随园春晚
演出。

“欧洲有个西城男孩风靡世界，我们4个
老人就叫随园老男孩组合吧！”楼奕林建议，
众皆赞同。

迎新晚会曲终人散，大家心里都有点失
落，能否曲终人不散？组个团，大家一起活
动！不久，浙江省老省长沈祖伦和老罗加盟，
大家每晚饭后畅聊欢聚，组团条件成熟。

“我们有老男孩组合，这个团就叫少年
宫吧！”王竞提议，大家一致叫好。

“那你就是宫主！”老罗笑着说。
“王竞当过医院院长，心细，考虑问题周

到，当宫主合适！”老省长说。
“少年宫”横空出世，后发展到22个成员，

平均年龄80多岁，耄耋“少年宫”，独一无二。
2015年除夕夜，老男孩组合首次在随园

春晚亮相，一炮打响，随之又被推为良渚文
化村春晚节目。

为迎接文化村春晚，大家推楼奕林为导
演，曾是文工团员的胡毓林被推为艺术指
导。楼奕林自称“野导”，胡毓林简称“胡指”。
谁能想到，一个“野导”，一个“胡指”，竟导出
红遍全国的节目。

2016年3月19日晚，良渚文化村艺术中
心小剧场，好戏开场。

舞台上，随园四老男孩组合闪亮登场，
一式黑衣裤，戴假面具，一出场就引起轰动：
哪来的蒙面歌王？

他们演唱了《you raise me up》和《游击
队员之歌》。虽不专业，但中气十足，唱《游击
队员之歌》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全场和着
拍子一起唱。

最精彩的场面在演出结束时出现。蒙面
歌王逐一摘下假面具并报出芳龄：81岁，82
岁，83岁。每报一次，台下就是一阵热烈的掌
声，当老汪头最后报出 92岁时，全场掌声雷
动，观众都激动得站起来鼓掌欢呼。

“我在省老年大学演出过多次，从没经
历过这样热烈感人的场面！”老伏爷激动了。

“少年宫”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老男孩组
合很快走红。

一天，随园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
央视3套节目组，邀请老男孩到央视演出。

不可能！随园总经理王丽娜不信。这位
娇小美丽的随园掌门人为探索养老新模式
倾心尽力，随园凝聚着她的心血和心智。

第二个电话随之追来，经确认，对方确
是央视3套《回声嘹亮》剧目组。

消息传开，随园轰动了！老男孩既喜且忧，
自娱自乐的节目能登央视这样的大雅之堂？

王丽娜担心，八九十岁的老人经得起折
腾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汪头一锤定音：去！
此时，老伏爷癌症恶化，已住进护理院。

谁来替补？
那天，福建歌舞团指挥陈振富来探望老

汪头，提到梁文海。陈振富说：梁文海，浙大
合唱团优秀男低音啊！

梁文海随之加盟，新的四老男孩组合成功！
2017年4月25日，北京，央视《回声嘹亮》

录制现场，当四位西装革履、银发满头的老男
孩出现时，全场的掌声已表明了观众的认可。

演出非常成功，老男孩的形象和老而弥
坚的精神通过央视传遍全国，反响强烈。

“我们还年轻！”老汪头面对央视镜头时
说的这句话向全国老人昭示了一种积极的
养老观念，即使已年届耄耋，仍可活得帅气
潇洒，活出人生的快乐境界。

老男孩出名了，载誉归来，一次在西湖
边被几个姑娘认出，姑娘激动得尖叫起来：
老男孩！是老男孩！

爱唱歌的“小朋友”

下午 3:30，随园咖啡吧，“驻吧歌手”开
始唱歌。

“沈祖伦小朋友，这句唱得不对，应该这
样……”咖啡吧里，一个年轻的老者正在指
导比他更老的“小朋友”唱歌。

沈祖伦“小朋友”便是浙江省原省长，芳
龄九十。他坐在一把高椅子上，光洁的脑袋
荒芜一片，活脱脱一副弥勒佛模样。年轻的
老者便是光明日报上海站原站长谢军，叱咤
中国新闻界的名记，当年一篇“韩琨事件”使
他名扬全国。而今他慕名来随园养老，唱歌
水平了得。

老省长 2004年离休，2016年妻子先他
西去，儿女均不在身边，家里就他一人，空荡
荡的家，幽闭着一颗孤独的心。

不能任孤独主宰余生。老省长断然决定
舍弃省里为他安排的大房子，辞去了秘书，
捐掉所有字画，立下遗嘱，身后所有财产捐
献社会，于 2016年搬进随园，开始他的平民
化养老生活。

政声人去后，老省长在浙江德高望重，
他对浙江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甚巨，讲真话，
办实事，清正廉洁，亲民爱民，口碑极佳。

“少年宫”成员大都喜欢唱歌，刚入园时
老省长却从不开口。

老男孩载誉归来，“少年宫”为其庆贺，
每人都要出节目。

“老省长唱一个！”楼奕林发难了。
老省长推辞，众坚请，无奈，他答应唱一首。
音乐响起，屏幕上歌词出现，老省长嘴

巴翕动了几下，却没发出声来。
职业生涯经历过多少场面，何时怯过

场？唱歌，他却开不了口。
乐声又起，屏幕上歌词被涂蓝，音乐教师

程芳轻轻哼出了第一句为其助唱，老省长顺势
接上，这才磕磕绊绊把《北国之春》勉强唱完。

一曲终了，掌声响起，老省长手持话筒
竟红了脸。

一首歌难倒英雄汉？不甘心！老了也还
需学习。老省长下决心学歌。

其实，老省长唱歌颇有天赋，音准好，又
谦虚好学。他的老师谢军很严厉，常当众指
出“小朋友”这句不对、那句不妥，而且每学
一首歌都要求他记牢歌词。老省长广采博
纳，一有空就唱，歌技日渐精进。咖啡吧服务
员朱芳娣唱得不错，他常向她求教，她也乐
于陪唱，两人遂成黄金组合，多次参加演出。

哲学家金岳霖说：“与其在部里拍马，不
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老省长乐于在咖啡吧唱歌，他风雨无
阻，遂成“驻吧歌手”。他唱歌很投入，边唱边
挥手，一曲终了，他颔首低眉敛目，为自己鼓
掌，脸上满是孩子般的兴奋。

驻吧歌手已成随园的一道风景。若哪天
他不在，人们就会问：老省长去哪里啦？

晚饭后他还常去歌厅唱歌。一晚唱得忘
情，不觉夜深，歌友提醒，他才意犹未尽。回
家路上，他边走边与汪浙成探讨唱歌技巧，
边走边唱。走廊空寂，园区静谧，猛醒“夜半
歌声”扰人，他朝汪浙成吐吐舌头，像做错了
事的孩子。

而今随园唱歌之风日盛。一次笔者到咖
啡吧，见一“老少年”正在高不成低不就地练
唱，好端端一支歌被他唱得支离破碎，可他
不管不顾地“信天游”，管它合不合调，游到

哪是哪，不自由，毋宁死，只图开心。
贝多芬说，音乐是上帝的语言。“少年

宫”的歌友们每天与上帝对话，歌声起处，病
痛烦恼孤独全消。开心使大脑中的多巴胺等

“益性激素”涌出，多巴胺可是长寿因子啊！
“唱歌使老省长的身体出现可喜变化，

刚来时，他天天吃药打针，现在血压血脂血
糖糖尿病指标都降下来了，有些指标已接近
正常，一些药也停服了。”汪浙成说。

夕 缘

金秋时节，桂子飘香。灿烂阳光中，一辆
轿车在随园小广场停下，一对孪生青年从车
上下来，他们来拜访周馥贞。

看着眼前的小伙，周馥贞既兴奋，又激
动。20多年前，她手中试管里一粒游动的精
子，已茁壮成长为眼前的英俊青年。

周馥贞膝下仅两女，“手下”儿女却成百
上千。她是浙江省第一例人工授精获得成功
的生育专家，经她和她的团队之手，上千粒
游动的“小蝌蚪”茁壮成长为俊男靓女。

维系老年生活的社会关系中，职业生涯
的延后效应带给老人的欢乐毕竟有限，失去
社会关系后，老人极易产生孤独。

美国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弗里德曼和莱
斯利·马丁经 20年研究发现，影响寿命的决
定性因素中，人际关系位列第一。

人是群体性动物，习惯生活在群体中。
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大致有：血缘（亲人）、地
缘（老乡）、学缘（同学）、业缘（同事）。退休
后，人际关系萎缩，而此时子女正当盛年，没
时间陪父母，孤独就成为退休老人的常态，
失去了人际关系，老人精神会很快枯萎，寿
命也就缩短了。

随园的活力在于为老人搭建起新的人
际关系平台：在血缘、地缘、学缘、业缘之后
为老人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夕缘。夕缘
填补了老人退休后二三十年空窗期，这是老
人特别需要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而夕缘最
大的好处是能为老年解除孤独与寂寞。

“少年宫”是老人们结交夕缘的好平台。
除了唱歌，“少年宫”另一重要活动是

话聊（疗）——用聊天治愈孤独。每天晚饭
后，他们聚集在食堂海阔天空地神聊，这
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话聊
实质上是一种深度交流，大家真诚相待，
推心置腹，聊的话题极少家长里短，而是
国际风云，家国兴衰，民间疾苦，“聊深藏
心中的风雨人生，聊五花八门的中国故
事，聊《黄帝内经》和奇门遁甲，聊欧盟各
国对待难民潮的不同态度，聊无人驾驶技
术在雄安落地的最新进展，聊着聊着，大
家的心就渐渐靠近，聊出了真诚，聊出了
信任，聊出了友谊，聊得陌生人成了风雨
携手的朋友。”汪浙成说。

唱歌使人愉悦，聊天加深感情，“少年宫”
成为一个温暖的家，他们共享友情和欢乐。

“我们还经常共享美食，宫主常拿水果
招待大家，我夫人老家常寄福建特产，我们
也拿出来一起共享；老省长与大家分享的食
物最多，他喜欢红烧肉，常到省府机关食堂
买几十份分送大家。”老罗笑着说。

“少年宫”成员每次回老家，都会带食物
给大家共享。老省长认为，各人从老家带回
的特产寄托着乡情友情，既给大家带来享
受，也带有浓浓的乡愁，胡毓林回上海带来
烤麸，汪浙成去内蒙带回奶茶，大家在一起
品味分享这些特产，也在品味特产中蕴涵的
文化。“少年宫”的人能凝聚在一起，这也是
很重要的方面。

夕缘使“少年宫”成员关系更密切，一家
有事，众人帮忙。“少年宫”成员中有 6位医
生，有人病了，他们便会主动上门，给医给药
给建议。汪浙成女儿得了白血病却不肯进医
院，王竞、钱可大以医生的身份说服他女儿
住进了医院，老省长几次生病都是王竞他们
帮忙送医院的；楼奕林一度身体很差，到处
求医却无效果，钱可大是消化科专家，对症
下药，治好了她的病。

2017年，老伏爷的前列腺癌恶化，终至

卧床不起。大家纷纷去探望。
“老伏爷，有我们呢！”大家安慰他，还为

他唱起了《你激励了我》。
老伏爷走了，但他走得心安，走得愉悦，

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并不孤独，有那么多朋友
陪伴，有那么多欢乐相随，他很知足。

在养老问题上，“少年宫”友军“学前班”
的邵敏非常睿智，他认为，一个人60岁退休，
此后具有自理能力的时间大约还有二三十
年。国人普遍认为，退休后最理想的状态是
返聘，其实返聘只是延续原有的社会关系。
他父亲退休后一直返聘，返聘结束不久母亲
去世，生活便断崖式下降，不久就去世了。其
实，退休后的阶段应是人生的黄金阶段，此
时人生已卸下了社会责任和家庭重担，工作
压力、生活压力没有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有可以支配的时间，可随心所欲追求生活中
美好的一切。

可是，多少老人却在这黄金时段中生活
得孤独寂寞，痛苦不堪。

“我不愿重复职业生活，我要充分享受
退休后的生活。”邵敏说。他选择随园看中的
是这里能解除孤独。

“少年宫”只是随园 20 多个群团的一
个缩影。以 50 后为主的“学前班”，因一起
乘坐“量子号”邮轮出游而得名的“量子
号”，有“花样女生”，拥有 160 多个成员的
合唱队等等，每个群团都会组织各种活
动，随园组织的活动很多，生日会、同学
会、迎新会、中秋联欢、重阳九九节、春晚
等，这些以群团或以活动为载体的新平台
把老人们凝聚在一起，使他们在退休后能
融入新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社会关系会
让他们远离孤独。

重建的社会关系使随园老人精神振奋，积
极向上，有老人在常青树学院报了4个班；“花
样女生”的“老少女”们为参加演出一天换几次
衣服，涂口红，描眉抹粉，精心打扮；她们穿旗
袍，打油纸伞，在樱花夹道上款款而行，哪像老
人啊！养老生活因这些活动而丰富多彩。

老年生活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还需要积极
向上。

邵敏到随园不久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
章：《第一次&最后一次》，他在文章中说，人
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而进
入养老阶段体验得更多的是最后一次，但在
随园，老人却经历了许多第一次：80多岁了
第一次学钢琴，第一次穿上演出服登台演
出，第一次学唱歌……

一晚歌罢，老省长与汪浙成一起回公寓。
“邵敏的文章你看了吗？”老省长问。
“看了。”
“养老院不是人生的尽头啊！”老省长

说。“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无限的可能，请谢军
在随园小报上发起《我在随园的第一次》征
文活动，你看如何？”

“好主意！”汪浙成赞同。
“老人要提振精神，不能消极，要积极

养老，写诗、学画、练书法、学唱歌，一定要
让大家融入群体中，保持良好的心态。”老
省长说。

由谢军主持，随园小报上开展《在随园
的第一次偶遇》征文活动得到热烈响应，
老人用散文、诗歌等形式表达对积极养老
的感想。

老省长还呼吁大家把人生的宝贵经验
记录下来留给社会。他身体力行，把话聊时
讲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2020年底出了一本

《茶余饭后话旧事》，很受欢迎。
“随园老人都生活得有滋有味。生命的

意义不仅是长度，更重要的是宽度与质量。”
邵敏说。

夕缘为老人重建起新的人际关系，丰富
多彩的活动使他们摆脱孤独，精神充实，夕
缘就像一抹瑰丽的晚霞使他们的晚年生活
变得斑斓多姿。

“我的人生已进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
四乐章——欢乐颂阶段！”老汪头脸上洋溢
着极度的满足感，“没想到 90多岁了还能结
交这么多新朋友，没想到随园的养老生活会
过得这么快乐，我再也不会离开随园了！”

叶 辉
（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随园欢乐颂
𝄃名家特稿

陈 静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