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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夕阳情”，老年大学里的“初恋感觉”

■现象

“不愿意毕业的原因有很多，

但有一个理由让人很感动。”长

沙市老干部大学教研室主任薛

根生今年 77岁，是学校的“元

老级”人物。他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求知若渴、结交朋

友、害怕孤独等都是老人不愿离

开学校的原因，但还有一种留住

他们的温暖，叫“夕阳情”。

很多年前，长沙市老干部

大学就评选出 100 对优秀“夫

妻学员”，他们有的本是夫妻，

一起入学，共同进步；有的则

是在学校相遇，从此结伴同行。

他们享受彼此依靠带来的温暖，

也把这份温暖带给了他人——

老人们共同资助了三十多名贫
困大学生。

2015 年，80 岁的王修杰（化

名）结婚了，妻子刘婷（化名）

是同在古典文学班的同学。这一

对“夕阳伴侣”的结合，让更多

丧偶或离异的老同学重拾起对

爱的信心、对陪伴的渴望。

王修杰是湖南省工商银行的

离退休干部，元配妻子过世后，

由于他不愿将就，所以一直没

有再找。但几年前，跟着朋友

一起来报名上课的刘婷第一次

出现便吸引了王修杰的目光。

此后，他每一堂课都坚持到场，

两人也因经常探讨课堂问题而

日久生情。

当然，还有另一种“夫妻组

合”，那就是一起在老年大学当

老师。84 岁的李新民是长沙市

老干部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曾是

学校教务处主任，如今仍任心理

健康课教师。

“我的夫人最初是学校学员，

后来当了班干部，也是学校第

一任志愿队队长，再后来还当过

老师。”李新民说，人越到晚年，

共同学习和进步就越重要，“我

们总能看到一些老年夫妻由于太

闲，反倒经常在家为琐事吵架拌

嘴，最后不欢而散。”

这一比较，老年大学里的“夫

妻组合”就显得尤为恩爱——“白

天我们各自学习、结交朋友，晚

上回家有了新鲜话题，自然没时

间吵架了。”李新民觉得，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夫妻和睦、子女

就放心；家庭幸福了，社会才会

安稳。

为自己：凌晨 2 点，大学门外排起长队
为了让孩子上心仪的学校而

去排队报名，这对中国人来说

并不陌生。如今，这样火热的

场景同样也出现在了老年大学

的门前。

“你一定想象不到，会有那

么多老人家熬夜排队报名。”长

沙市老干部大学校长龙志斌回

忆，今年1月4日，是学校的第

一场报名。通知上写明“早上 8

点开始报名”，但由于采取的是

现场报名的方式，一大批老年人

为了抢到热门课程，凌晨 2 点便

在门外排起了长队，“连学校附

近的宾馆都住满了”。

龙志斌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为了避免老年人因“抢学

位”发生意外，如今学校启用了

新的报名方式——由过去传统

的现场报名改为网络报名，老年

人只要动动手指头，足不出户便

可利用学校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直

接报名和“秒杀”心仪课程，免

去了舟车劳顿之苦。

为兴趣：近七成为女学员，最爱唱歌跳舞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真正

迎来了‘她时代’。”龙志斌曾做

过一项统计——2016 年，学校

共有 14000 多名学生，2017 年

为留下：不愿毕业，学员争取“三级跳”
有老师、有同学、有属于自

己的圈子，学校让曾经寂寞脆

弱的老人有了归属感。在采访

中，也有许多学员表达了自己“舍

不得走”的心情。

64 岁的毛女士已经在长沙

市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十六七年，

属于“元老级”学生，她也觉得

一直不毕业“挺不好意思”，却

无法离开这个给予了她精神寄

托的校园。

“一些特别优秀的学员从班

干部‘升级’成老师，甚至进

入学校管理层。”在学校坚持

学习了十多年的周金安就是代

表——最初，她只是一名普通

学员，后来因为表现优异被选

为学生干部，再被培养成班主

任，现在已成为学校党建工作

的负责人。

为集体：组建志愿队，老年学生擅长“自我管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

到，长沙市老干部大学创办于

1987 年，以前只对长沙各单位

的离退休老干部开放，2009

年才正式面向社会招生。

长沙市老干部大学志愿队

副队长黄静霞告诉记者，学校

教职员工一共才十余人，2002

年，学校组建志愿队，提出“自

我管理与服务”理念，发展

50—60 岁的学生入队，协助

老师管理。

“志愿队队员都是 24 小时

待命，随叫随到。”黄静霞介绍，

如今，学校有近 30 名志愿队

员，从不缺席任何场合——下

雨他们就负责拖地，扶年纪更大

的学员上下楼；最近学校打造“无

烟校区”，他们就时刻巡逻，“整

体氛围特别好，一些躲着抽烟的

老人看到我们这么辛苦，都会积

极配合”。

为亲情：支持理解，学校来了“陪读子女”
说起老年大学的变化，该

校心理健康课教师李新民用

多年的调查数据概括——

2001年至 2011年的入学学生

中，为摆脱孤独而上大学的老

人占到 50%；而 2011年至今，

渴望以“文化养老”的老人越

来越多，占比约为 20% 以上。

另外，为了“交朋友”和“完

成年轻时梦想”的老人也在逐

年增多。

更有意思的是，以前只听说

过“陪读父母”，在老年大学里，

却常见“陪读子女”。“越来越多

子女支持父母拥有自己的时间和

空间，希望老人‘活到老学到老’。”

李新民举例，曾有一位 80 多岁

的大爷生病也要来上课，最初，

50 多岁的女儿负责每天送他来

学校，父亲上课时她就在校园

里晃悠。学员们挺不忍心，就邀

请女儿进教室来陪父亲一起上

课。如今，女儿也报了同一门课

程，和父亲成了同班同学。

( 下转 A05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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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大学的课
堂是动真
格 的。 你
看， 学 琴
的“装备”
一应俱全。

老年大学里有的不仅是朗朗书声，还有互相扶持的心灵慰藉。

与这些积极乐观的老学员相处得久了，校长龙志斌（前排左一）也觉
得自己的心态愈发的好。

编 织
课深受女
性学员的
喜 爱。 这
一 天， 课
程的主题
是“帅气的
贝雷帽”。

( 上接 A03 版 )

下学期有接近 16000人，其中，

70%左右为女学员。

对此，学校教研处主任薛根

生感叹，过去10 年时间，老人

还停留在“退休就帮子女带孙子”

的层面，但如今不同了，越来越

多的老人开始享受自己的老年生

活，从追求物质充裕变为追求精

神愉悦，“女同志都爱唱歌跳舞，

原本 50 多人的班，每一学期下

来都会增加到 70 多人”。

老人家新学生：耄耋之年为何不肯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