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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李诗韵 实习生 孙夕珺

当走过人生四季，银
发染白鬓角，如何让一
颗心仍如年轻时一般鲜
活？有人选择含饴弄孙，
让孩子的笑容带来快乐；
有人选择休闲旅行，让
疲惫的身体在秀美风光
中焕发生机；而有的人，
则选择继续在学海泛舟，
让知识带来精神上的富
足。

中国人常说，活到老，
学到老。在全国各地的
不少高校里，都活跃着
这样一群“银发蹭课族”：
他们带着板凳，背着书
包，选择几门心仪的课
程，静静地坐在教室里
聆听老师传道授业；他
们是大学生口中的“老
同学”，但他们治学的热
情却丝毫不输年轻人。

尽管这些蹭课的老
人大多并非为了学历而
来，而是希望通过不断
学习充实自我、丰富晚
年生活，但他们中也有
不少人因为蹭课“蹭”
出了 精 彩：远 看 国 外，
美国 52 岁的清洁工菲利
帕奇靠着蹭课取得了哥
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学
士学位；近观中国，山
东省潍坊市 50 岁的保洁
员王俊花在蹭课十余年
后，完成了从绘画零基
础到成功举办个人画展
的飞跃。

学海无涯，作为一
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到大学校园里去听上一
堂课，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老年人的选择。在重
阳节即将到来之际，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也走
近那些在湖南高校里享
受书香的老人，既分享
他们的故事，也为各位
带来老年人高校蹭课的
各类贴士——人老而心
不老，夕阳更比朝阳红。

银发蹭课族：大学校园里的“夕阳红”
重阳将至，送给父母的别样礼物——

同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

的外语公园里常常会出现一对

头发 花白的 老 夫 妻， 拿 着单

词 本， 气 定 神闲 地背 英 语单

词——68 岁的老太太贺梅（化

名）是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

“老学生”，闲着的时候，她总

会叫上老伴一起走进校园，与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为伍，也在

书海里汲取知识和乐趣。

说贺梅是“蹭课族”，她皱

着眉头不乐意。她告诉记者，自

己和老伴都是湖南大学离退休

办举办的老年大学里的学生，“自

家的学生听课，那不叫‘蹭’！”

“老年大学里教的东西很简

单，一下就学会了。”为了挑战

高难度，贺梅在老年大学上了

两年课后，便悄悄地将“教室”

转移到了年轻大学生身边，按

着自己的兴趣，学起了英语。

之所以选择去外国语学院

旁听，也与贺梅年轻时的经历

有关。20 年前，因为工作调动，

她与老伴来到了长沙。由于从

事的是外事工作，贺梅经常要

和外国人打交道。久而久之，

贺梅的英文便在工作实践中练

得越来越溜。

“那时太忙，除了一些日常

用语，压根没时间去系统地学

习英文。现在时间充裕了，正

好补补课。”不打扰学生，是

贺梅夫妇去教室

旁听时最在意的

事情。 不过 岁数

大了， 贺 梅 很 难

在第一时间消化

老师传授的知识，

所以， 她便将不

懂的内容抄在本

子上， 课 后再 去

请教老师和同学。

“ 毕 竟 不 是

这正儿八经的学

生，连学费都没交，能来听课

就很不错了。”尽管常给自己宽

心，但贺梅有时还是会因为“学

不进去”而感到焦躁。有一次，

因为老师讲课进度太快，她没

来得及记下相关的内容，急得

直抹眼泪，“下课时被一 个小

姑娘看到了，怪丢人的。不过，

她很耐心，跑过来给我讲解清

楚”。

认识贺梅的同学都叫她“旁

听奶奶”，不过，贺梅说，她更

多的时候是在外语公园里自习。

作为大学课程中的必修课，不

仅仅是外国语学院，别的专业

的大学生也都要学习英文。于

是，湖南大学的外语公园便成

了一个聚集了各专业学生的英

语学习基地。

“嗨，奶奶！我是新闻专业

的学生，有空你也来我们专业

听听 课呗！”今 年 4 月，贺梅

像往常一样在外语公园里背单

词，遇上了一个可爱的姑娘小

轩。贺梅说，其实很多湖南大

学的学生都与她有过一面之缘，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被邀请

去听课，挺开心的！”

后来，小轩为贺梅和老伴

拍了照，还把贺梅的故事发到

了朋友圈里：“活到老，学到老，

奶奶的学习精神催人奋进。她

还在学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

努力呢？”

当然，一直支撑着贺梅不

断进取的精神动力还是来自于

她的老伴 ：“他是一个开朗的

人，从不会让自己闲下来，唱

歌、跳舞、打太极，样样精通。”

受老伴乐观个性的影响，贺梅

对自己的晚年生活也充满了期

待，“人虽老了，但只要心不老，

青春便还没有走远，我便还能

做很多事情”。

（下转 A04 版）

蹭课“十年功”：退休老人成抗战“历史通”
白衬衣、黑西裤、运动鞋，

再把一张折叠凳装进那个用了

近 10 年的帆布书包，早上 7点，

72 岁的曹顺庆就急匆匆地出门

了——当你以为这个头发花白的

老爷子是去河边钓鱼打发时间时，

曹顺庆早已赶到了位于长沙市岳

麓山山腰的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听课——他这一听还听出

了名堂，不仅开起了“讲座”，甚

至还写了书。

带着板凳上课去
记者与曹顺庆老人的初次

见面是今年 5 月初，在岳麓山

七十三军公墓前坪。那时，他

正坐在小板凳上，给来来往往

的游客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属于

长沙的革命故事。

“我们湖南人是很会耍聪明

的，打仗讲究的是战略。挖地洞、

钻树坑、埋炸药，只要是能消

耗鬼子体力的活儿，全都干过！”

围坐在曹顺庆身边的年轻游客

被他风趣的话语逗得哈哈大笑，

一些准备去爬山的游客也忍不

住停下脚步围拢了过来——这

里，便成了曹顺庆的 “野外教

室”。然而，会讲历史课的曹顺

庆却并不是一名历史教师。用

他的话说，他是师大历史学院

的“高龄学生”。

曹顺庆是 个老长沙，年轻

时曾在中学任教，不过主修的

是理工科。退休后，他和老伴

每月都有近 4000 元的退休金，

子女工作也都顺意，在旁人看

来，老两口正是享清福的时候。

偏偏，曹顺庆就是爱“折腾”。

从 2005 年开始，曹顺庆就带着

折叠凳，步行 20 分钟，赶到湖

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听课。

在他看来，越是到了晚年，越

要开动脑筋，既能给自己“充电”，

也有益身心健康。

“虽说是‘蹭课’，但我也是

有要求的。”通过细心观察，曹

顺庆想要选到与自己最合拍的

课程，“上得太死板的课，我不

喜欢；重复的课，我也不去”。

于是，老人经常在不同教室的

窗边先听上一会儿，觉得满意，

他再悄悄地从后门走进去，选

择最后一排就坐，尽量不打扰

到老师和同学们。如果空位不

多，折叠凳便派上了用场。

最爱与学霸“斗嘴”
如今，曹顺庆的“蹭课”生

涯已有 10 年之久。最开始上课

的教室早已搬迁，历史老师也不

断“更新换代”，课堂笔记更是

记了一本又一本……10 年里，一

切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曹

顺庆爱与“学霸”斗嘴的脾气。

“每天上课都坐第一排，从

不迟到早退的学生，一般都是

尖子生。”曹顺庆说，他喜欢与

这些好学的学生讨论课上的内

容，也曾多次在课后与他们主

动搭话，却没少碰壁。“我教过

书，知道这些成绩优异的孩子

往往比较闷。不过，学习进步

还是需要思想碰撞，我不介意

主动出击。”

于是，每当下课铃声响起，

曹顺庆就拿着笔和纸，笑眯眯

地走向那些坐在教室前排的学

生，时而问问专业问题，时而

聊聊日常生活。渐渐地，不少

学生都接受了这位“高龄同学”。

“很多知识是课堂上学不到

的。”最让曹顺庆印象深刻的一

个“同学”结识于 2009 年。当

时，曹顺庆正在该院大二学生

的历史课堂上旁听。突然，坐在

第二排的一名男同学举手提问：

“老师，我觉得这一段历史与资

料记载有所出入。”

这下，整个课堂都 沸腾起

来，学生和老师围绕“1941 年

长沙会战”的抗战经历展开了

讨论。曹顺庆是同意老师的观

点的，他翻着自己之前写下的

笔记，试图找到答案。直到下课，

他终于翻出了与历史资料相符

合的讲课内容。

“同学，你这个观点不对。”

曹顺庆将自己的想法一条条罗

列出来，对照着这位同学的每

一条观点进行辩论。两人各持

己见， 争 得 面 红 耳赤。 最 后，

曹顺庆用一大堆笔记本“征服”

了这名提问的学生，两人还成

了朋友。此后的两年时间，即

便曹顺庆没有去上课，这名同

学也会将笔记整理好，私下与

他交流。如今，曹顺庆的这位“忘

年交”早已大学毕业，成为广

西师范学院的一名历史课教师，

“但只要有时间，他回长沙时还

会来看望我，他说爱学习的老

人都值得尊敬”。

笔记成书，献礼抗战 70周年
“ 学 习， 除了给自己充 电，

还应该回馈社会。”曹

顺庆说，之所以在历

史 学 院 坚 持 听 课 数

年，是因为自己能从

不同老师身上学到不

同 的 知 识，“ 取 其 精

华、去其糟粕，然后

总结出最适合留给下

一代人的知识”。

自 2013 年起，曹

顺庆便开始将自己在

课堂上记录下的历史

蹭课也能很专业：老夫妻挑战 ABC

■勤学不辍 故事一一整理出来——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在长沙展开的大

小战役，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白天，他来到岳麓山七十三军

公墓前坪给游客讲故事；晚上，

他就用笔一字一句地记录温习

……终于，在今 年 9 月，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

际，曹顺庆成功撰写了《长沙

保卫战》一书。

“我愿意自费出书，让更多

年轻人了解历史、学习知识。”

曹顺庆说，只要还能走路，他

就会穿着白衬衣，继续行走在

大学校园里，“这是充实而幸福

的晚年生活，我要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