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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桑榆·乐活

阅读提示

“老年人可以活出自我，再年轻一把。”戴云霞说，因为有了彼此陪
伴，让她们不再惧怕衰老，不再惧怕疾病和死亡，只希望活得精彩、活
得畅快。

2500 余册藏书，其中不乏《笔记小说
大观》（1-438 册）、《钦定佩文韵府》（1-
200册）这样珍贵的藏书。家住舟山、今年
92 岁的严万浩先生决定把它们捐赠给宁
波市档案馆。这是近年来宁波市档案馆
首次开展跨地市捐赠，同时也是近年来个
人藏书捐赠量较大的一次。

日前，严万浩先生藏书捐赠仪式在舟
山市百叶颐养院举行。严万浩先生及其
家属、宁波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社会各界
代表汇聚一堂。

“严先生生活在舟山，为何选择将藏
书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这无疑是参加
这 次 捐 赠 仪 式 大 多 数 人 心 中 最 大 的 疑
问。严万浩先生的小女儿严越说，父亲出
生在宁波余姚，自幼父母双亡，一度以放
牛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15岁加入新
四军浙东纵队，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解放后响应组织号召，奔赴舟山定海

支援建设，并在舟山扎根。
“一直以来，他都为自己没能为家乡建

设、发展做贡献而心存遗憾，所以这次决定
把藏书都捐给宁波市档案馆，既回报家乡，
也很符合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
市气质。”严越说。

一口气捐赠 2500余册藏书，其中不乏
像《笔记小说大观》（1-438册）、《钦定佩文
韵府》（1-200册）这样的“宝贝”。如此“大
手笔”，跟严万浩先生一直以来“书一定要
有人读，才能体现其价值”的理念有关。

在严越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十分爱读
书的人，年轻时最爱逛的就是书店，哪怕
是去外地出差，风景名胜可以不看，但当
地的书店尽量要走一走；家里的藏书越来
越多，也曾有人出高价收购，但父亲都舍
不得卖，每年还要花大量时间对藏书进行
养护，甚至还专门花了近一年时间对线装
书重新整理、装订。

正是在严万浩先生的言传身教下，他
的子女们在少年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读
书，“耕读传家躬行久，诗书继世雅韵长”
的家风一直在家族中一代代传递。“这次
将藏书捐赠出来，也是希望让更多人有机
会看到父亲的藏书，体会到读书的意义。”
严越说。

“在接下来计划举办的宁波市档案馆
档案资料征集成果展中，我们也将向社会
公众展示严万浩先生的部分藏书。”宁波
市档案馆馆长鲍娴萍说，有很多“宁波帮”
人士年轻时在外闯荡，留下了很多书籍、
手稿等文字资料及实物，记录的档案、资
料、史实并不只限于宁波，今后宁波市档
案部门将尽可能多“走出去”，也希望社会
各界，尤其是更多“宁波帮”人士捐献档案
资料。

据《宁波晚报》

坚持“书一定要有人读，才能体现其价值”的理念

宁波 92岁老人捐赠 2500余册藏书

人老了怎么办？晚年生活如何过得
精彩？最近，在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西溪
风情社区，有一对穿着时尚的阿姨，正展
示着她们丰富的生活。53 岁的郭建超身
着嫩绿色大衣，画着精致的妆容，65 岁的
戴云霞头戴黑色贝雷帽，搭配米色围巾，
举手投足间尽是优雅。“我天天在看电视
剧《老闺蜜》，里面说的闺蜜情可不就是我
俩这样的吗？”

在记者追问下，郭建超侃侃而谈，她
毕业于东华大学纺织专业，多年前在杭州
创办了一家服装外贸公司，是成功的女企
业家，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她和戴云霞
因旗袍秀结缘而成为闺蜜。

性格互补
互相扶持成就团队

2015 年，郭建超入住现在的小区后，
办了第一届“花园节”派对，几位优雅的阿
姨把自己庭院里的花花草草打理得精美
有范，诗情画意的照片很快火遍朋友圈。
郭建超的举动瞬间吸引了浙江大学退休
教师戴云霞。

戴云霞的孩子一家去了香港工作，她
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她想加入到这
个新兴的小团体，便主动联系郭建超。一
来二去，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郭建超回忆，由于两人志趣相投，三
观一致，又有着相似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学
历背景，很快成为挚友，常常有种相见恨
晚的感觉。

西 溪 风 情 社 区 有 1500 余 位 老 年 居
民。他们中有律师、企业高管、医生、公务

员等，大家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迫
切，郭建超便寻思着成立一支旗袍队，留
住年轻时的优雅和美好。这一想法马上
得到戴云霞的响应，两人一拍即合，西溪
风情旗袍队诞生了。

然而组建社团之后的路并没有想象
得那么顺利。用郭建超的话说是“荆棘密
布、矛盾重重”。但闺蜜就是当你被别人
欺负的时候，愿意为你挺身而出的人。

小区有 18 个社团，可提供的集中活
动场地只有两个。一次，戴云霞和学员们
正在排练室里练习舞蹈动作，突然有个人
闯了进来，为了争夺场地，甚至要大打出
手。没有人敢出来说话，只有郭建超不顾
一切站了出来，和对方据理力争，最终化
解了这场矛盾。

闺蜜，是那个把你看透还依然喜欢你
的人。郭建超和戴云霞性格互补，一个强
势、大大咧咧，一个小心谨慎。闺蜜俩也
有怄气的时候，由于了解对方的脾性，郭
建超总是会让一让，过个几天气消了，便
和好如初。

靠着相互扶持，两人把队伍越做越
大，依靠各自人脉资源，找专业老师为大
家上课。两人笑称，旗袍队是她们闺蜜情
依托的一个载体。

不断突破
精神文化生活不可少

除了养老院，还有什么新的养老模
式？年纪渐长后，闺蜜俩越来越关注养老
生 活 。 她 们 都 想 到 了 一 个 词“ 共 学 养
老”。因为她们总是不断突破自我，力求

成为“技能满分”的人。
“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充实

感、幸福感、正能量是我的年度关键词。”
前不久，郭建超所在的西溪风情社区获评
全国“共学养老社区建设实验基地”。

在这支共学体队伍中，既有工艺美术
大师、摄影协会会员、非遗传承人，也有作
家、学者、退休干部等，他们互为师生，资
源共享。通过核心队员“传帮带”，形成更
多新的学习团体，让居民从中获益。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作为多个团体
的发起人和组建者，郭建超热衷学习各种
新技能，也愿意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分享
给更多人。她在共同学习中不仅考取了
高级茶艺师证书，还取得了女性形体培训
导师证。

翻开郭建超的日程表，每天都排得满
满当当：周一参加合唱团；周二白天民族
舞课，晚上舞蹈课、时装课；周三时装旗袍
队骨干排练；周四上午芭蕾课，晚上瑜伽
课；周五芭蕾练习；周日时装旗袍队练习。

这些兴趣班，戴云霞也从未缺席，她
们 调 侃 说 两 人 在 一 起 的 时 间 比 家 人 还
多。两个志同道合的老人，不依靠子女,
寻找适合自己的共学养老模式。这是比
居家养老更进一步的养老模式。

不光如此，两位闺蜜还坚持做公益。
充实的生活让两人变得神采奕奕。“老年人
可以活出自我，再年轻一把。”戴云霞说，因
为有了彼此陪伴，让她们不再惧怕衰老，不
再惧怕疾病和死亡，只希望活得精彩、活得
畅快。

据《浙江老年报》

杭州姐妹花“共学养老”活出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