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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可能很少有人能理解

特殊家庭家属的困境，疲

惫的他们，就像拧紧了发

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几

乎没时间喘息。

“他们需要在周末喘

口气儿。”这是江永新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话虽短，却很有力。

从 2011 年起，他就从未

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他

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了自

己的承诺。

作为南京市江宁区第

二人民医院康复内科的医

生，江永新有着一份稳定

且让人羡慕的工作。没有

完整的周末休息时间则是

由于他将业余生活留给助

老助残的公益事业。

12 年前，一个普通

的周末，江永新第一次作

为公益志愿者前往当地敬

老院。江永新回忆，志愿

者其实没做什么难事。仅

仅一个下午，老人们的状

态就比他初见时好了太

多。作为专业的康复内科

医生，江永新敏锐地察

觉，“有针对性的陪伴也是一种治疗”。

基于志愿活动的内容，江永新提出

“娱疗陪伴”的概念。也是利用周末时

间，他开始将“娱疗陪伴”在医院的特殊

病人中进行推广。为了让全社会关注到这

些病人的情况，江永兴邀请在敬老院认识

到的志愿者朋友加入公益计划中。

2013 年起，江永新与来自医疗行业

的志愿者、医学专业的大学生为病人提供

“娱疗陪伴”。不同于简单的唠嗑，江永新

专门为病人定制陪伴内容。江永新同病人

切磋起毛笔字，陪他们用油画棒或者彩铅

画简笔画。

遇到有些病人喜欢唱卡拉 OK 的，江

永新也“奉陪”。下象棋、五子棋……在欢声

笑语中，江永新转移着病人们心中的焦虑。

他还为病人剪指甲、理头发。在一个又一

个漫长的周末的午后，江永新与他们的关

系越处越近，变得好像一家人。

在他所供职的医院有将近 500 个病

人，一个病区也有将近六七十人。每个

月，江永新都会拿出一个周末的时间，陪

伴 1-2 个病区的病人包饺子。切肉、切

菜、擀皮、调馅……在场的人都笑意盈

盈。他们望着滚烫的锅中翻涌的洁白的饺

子，把不愉快的事情抛诸脑后。

这些善举让江永新在残疾人群体中

“破圈”。2015 年，10 余位来自天南海北

的盲人慕名向江永兴发来求助。原来，

这支“盲人小队”是“临时拼凑的”。他

们在网上结缘，希望游历祖国大江南

北。但很少有志愿者对这些盲人进行“一

对一陪伴”。

深知“娱疗陪伴”益处的江永新没有

犹豫，他当即揽下“导游的工作”。

在夫子庙，江永新向盲人朋友讲述着

六朝古都南京悠久的历史与人文故事。3
天的旅行让这些盲人朋友十分激动。他们

证明自己可以从天南海北来到南京旅游，

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

看着他们乐观积极的样子，江永新决

定将这项特殊的助力盲人旅游公益服务变

成常态化的活动。多年以来，江永新陪伴

着全国各地的盲人朋友去新疆、西藏等，

体验不同的文化环境。

在旅游项目上，江永新也考虑到盲人

朋友的感受。在新疆之旅中，他将在沙漠

里骑骆驼作为重点项目。他们坐在宽厚

的骆驼的脊背上摇晃，感受着沙漠中炽

热的风沙与阳光。“虽然他们看不到，但

是他们能感受沙漠的感觉。”不同于普通

的旅游线路，江永新带队的旅游线路体验

感极强。

其实，这背后也充满着未知的困难。

比如盲人朋友骑马、骑骆驼等体验项

目，许多旅行社、景区工作人员其实是

不敢接待的。“怕摔伤了，惹麻烦。”但

江永新的热忱之举还是感动许多人。一

位马场主主动找到江永新，表示可以承

接这些项目。

为什么利用每一个周末为特殊人群提

供公益服务，支持江永新的动力到底是什

么？江永新的回答很简单——将心比心。

对于特殊人群的家属来说，照顾他们

的生活起居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在江永新看来，设计多样化的活动、

让特殊人群在周末有丰富的体验不仅是帮

助特殊人群融入社会，更给他们的家属提

供了来之不易的休息时间。

在江宁区，二孩家庭的残障人士、严

重的类风湿病人等与江永新都有着“周末

的约定”。

另一方面，“江永新们”的数量也越

来越多。医生、学生甚至是退休的大爷、

大妈都利用周末的时间加入志愿服务中。

最近，江永新最开心的事是受助年轻

人已经研究生毕业，成为能够回馈社会的

栋梁之材。

周
末
有
﹃
约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通讯员 朱 涛 汪 傲

一台完全由大学生演员演出的经典

大戏，得到老戏骨以及耳朵刁钻的老戏

迷们的充分肯定。

10 月 2 日晚，备受期待和关注的青

春版《女驸马》在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艺

术中心圆满完成公演。参演学生全部为

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 2020 级

黄梅戏表演本科生，平均年龄 20 岁。在

2023 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 19
部优秀剧目中，这是唯一来自高校而非

专业剧团的演出。有 800 多名观众在现

场、超 30万人次在线上观看。

大戏结束，23名大学生演员轮番登

场，鞠躬谢幕。在长达 15 分钟的“戏余”

时间里，现场观众纷纷站立，停留现场

为演员鼓掌。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

最诚挚的褒奖。

来自怀宁县石牌镇 80 岁的老戏迷

夏林香，年轻时曾参加乡村戏班演出，

看完演出激动不已，“老戏难唱，因为

我们听得太多了，特别是听过很多名家

老演员的，唱得怎么样我们都有比较。

这些小孩年纪轻轻的，现在就能唱这么

好，将来不得了！”

唱腔婉转、身段灵活，年轻演员们

在华美的舞台上将曲折的剧情进行了

“老道”的演绎，表演专业而又不乏青

春的气息。这次老戏新唱给现场观众带

来一场独特的视听体验。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

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啊好新鲜

呐……”当女驸马扮演者徐越身着状元

红袍唱起《谁料皇榜中状元》选段时，台

下掌声雷动，将演出推向高潮。

台上一分钟，台下苦练工。为了呈现最

佳的舞台效果，这群年轻学生演员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从最初坐排开始，

学习念白，苦练唱腔，背台词，抠动作……

一周 3次，每次 3节课，一遍遍纠错，一遍遍

强调情感运用和舞台调度。我们完全就是

按照专业剧团来排练的。”皇帝扮演者、

2020级黄梅戏表演专业班长程旭说。

冯素珍是《女驸马》的主角，后半场花

旦女扮男装演官生的难度很大。“女驸

马”扮演者徐越在排练中遇到了很多难

题：如何用女生的身段演出传统的官范

儿？怎么调整不同行当的精气神？怎么把

唱腔提上去？

“很迷茫，很崩溃，曾多次想过换

角，老师们始终耐心指导和同学的安慰才

让我坚持下来。”徐越说，记不清受伤了

几次，也记不清崩溃了几次，每次都是擦

干眼泪，接着练。

相较于平时在校内演出的折子戏，首

次在大舞台上演大戏，对这些年轻学生演

员而言并不轻松。“以前演折子戏最多不超

过半小时，完整的《女驸马》却有两个多小

时。唱词更多，舞台调度更复杂，强度很

大。”李兆廷的扮演者钱建峰说，大舞台是

个大挑战，能够最大程度提升专业素养，增

强对舞台的感知力和控场能力。

据黄梅剧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国平介

绍，这部戏由院长韩再芬和郭霄珍、汪莉、

余淑华等多位黄梅戏艺术名家亲自指导，

手把手进行传授。“我们对学生们的要求细

致到了一字一句，一颦一笑。”

走进后台的练功房，可以看到刘国平

夸张地模仿学生的身段和唱腔。“老师经

常在排练时模仿我们的错误唱腔，为的就

是让我们牢记这些错处，正式表演时就不

会再犯。”程旭告诉记者，刘国平老师为

了这场戏付出了很多心血，场场排练从不

缺席，台前幕后忙个不停。“有一次，学

生何鑫在排练时腰部受伤，落下了腰椎间

盘突出的毛病，刘老师帮她四处求医，直

到她恢复健康。”

在半年的教学训练中，由于缺少武场

老师，指导老师只能口念锣鼓打节拍，一天

下来嗓子都哑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整整

半年，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

能获得想要的效果。”刘国平说。

刘国平介绍，之所以排《女驸马》这部

戏，是因为该班级学生特色鲜明，行当齐

全，想通过排一场戏来磨合学生的团队合

作，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后期在韩再芬等

老师的努力下，争取到了参加安庆市“十

一”黄梅戏展演的机会。

为了呈现完美的舞台效果，学院请来

了安庆市顶尖的化妆师和剧院团队，同时

还为国庆节期间的正式演出定制了每人一

套崭新的戏服。“安庆市有很多优秀的剧

团在争取这次演出机会，我们的机会来之

不易，所以我们只能加倍珍惜，用汗水回

报老师。”程旭说。

据了解，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学生大多

来自职高和戏校，相比专业演员，基础薄

弱，上台演出机会有限。半年多来，不少

学生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中磨练了自己的专

业技术，站在舞台聚光灯下增强了信心。

谈到排演这出大戏的收获，程旭表示，

“经历了半年多的锻炼，我们发现了自己

的闪光点，更深入地体会到了黄梅戏表

演的魅力，坚定了要将黄梅戏传承下去

的信念。”

这次演出自然影响到黄梅戏表演专业

的学弟学妹们，2021 级学生谢娜和同学

当晚早早来到剧院等待好戏开场。欢呼、

鼓掌、拍照，她在台下忙得不亦乐乎。

“很兴奋能够看到学长学姐的演出，好好

学戏，我也想上大舞台！”

青春版 《女驸马》既保持了黄梅戏唱

腔的原汁原味，又在化妆、服装、舞美、

舞台调度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可谓是守

正创新，以适应新时代年轻观众尤其是大

学生的审美趣味。“这部戏最大的特色就

是演员新，有活力、年轻。”刘国平表

示，《女驸马》 是黄梅戏的“老三篇”之

一，经典更需传承，年轻演员表演这类经

典戏剧需要非常熟练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

心理素质。

“我们就是要把学生从学校的练功房

送上社会的大舞台，这样才能让黄梅戏这

个剧种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这不仅是我

们学科专业建设的意义所在，更是我们从

事黄梅戏表演教育的初衷。”刘国平说。

首部大学生版黄梅戏《女驸马》公演

实习生 惠子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在“中秋+国庆”超长黄金周的旅游

大军中，“夕阳红+小年轻”的组合成功

出圈。参与其中的年轻人纷纷晒出自己

与众不同的“养老式生活”：加入老年旅

行团，省钱省力还解压！这种被外界调侃

为“蹭老式消费”的新风尚，正在吸引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好奇与参与，也为这一群体

提供了一种跨年龄的新型生活体验。

“我一个小年轻，爬山爬不赢大爷，砍

价砍不过大妈，只能充当团宠‘吉祥物’，

全程蹭吃、蹭喝、各种蹭！”郑州大学的大

三学生高彤跟随姥姥、姥爷踏上了“夕阳

红”老年团之旅，原本带着“护送”任务的

她，却遭到了老年团的“降维打击”，成了

老年团的“小尾巴”，被呵护的“显眼包”。

如今，越来越多像高彤一样的 00
后，盯上了“夕阳红”旅行团，涌入老年大

学，和 60后、70后当起了同学，成了忘年

交。一股年轻人“反向消费”的趋势正在

兴起，这些被外界调侃为“蹭老式消费”

的新风尚让不少年轻人因好奇“入局”。

他们晒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养老式生

活”，省钱、省力、安全还解压，忍不住让

人直呼“泰裤辣”。

来老年团当“团宠”

“我选择报名老年团，一方面是为了

照顾姥姥、姥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年

团价格真的太有诱惑力了！”对于处于学

生阶段的高彤来说，老年团的性价比让

她十分动心，不用操心的舒适感也让她

更加松弛。

“为适应老年人的作息和习惯，旅行

团去的每一个地方都留有足够的时间，

不特别赶，很轻松快乐。”学过摄影的高

彤，一下车就被大妈们团团围住，“争抢”

她帮忙拍照，然后附上一顿“彩虹屁”，

“一口一个‘小美女’，把我夸得那叫一个

‘美’”。大爷大妈们也绝不让高彤白忙

活，有的送零食，有的送饮料，还有的请

她吃了地道的重庆火锅，“他们的老年生

活过得很精彩，不比我的大学生活差，之

后我还会尝试和老年团一起出行”。

华东师范大学大二学生朱珂和闺

蜜跟团去浙江时，没想到误入了老年

团：“我一上车，竟然都是老年人！我当

时有点失落，也很忐忑，感觉跟这些老

年人肯定玩不到一起去，没想到竟然无

缝融入。”

“我们年轻人大多在生活中是‘社

恐’，但没想到老人们个个是‘社牛’，拉着

我们一起聊天、拍照、唱歌，水果、特产、零

食一直往我们手里塞。”朱珂感觉，爷爷奶

奶们都很和蔼，也很照顾她。“有个爷爷怕

我们吃不饱，还自己花钱给我们加菜，他们

好像把我当成自己的孙女一样宠着，生怕

我们饿到，真的有被温暖、感动！”

“有人总说跟团体验感不好，但我还蛮

喜欢跟团的，一路上有导游安排，很安心，

也省时间。”朱珂记录下了老年团旅行中的

各项消费，除了跟团费用，并没有隐形消费

或是强制消费，跟着老年人“蹭”吃，“蹭”

玩，“蹭”砍价，还能省下一笔钱。

“很多人对于年轻人参与老年团有所质

疑，认为是在‘作秀’，但从质疑到理解，你只

需要亲身体验一次。”高彤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她旅途中收获的不只是沿途的风景，

更多的是来自大爷大妈们的温暖和善意。

在老年大学找到独一份
的“存在感”

高彤在暑假期间，出于好奇，还跟姥爷

走进了老年大学。“我的家乡虽然是一个‘18
线小城市’，但是这里的老年大学办得非常

正规，舞蹈队里的奶奶们跳舞，灯光、服装、音

响样样不少，书法协会的爷爷们写大长幅，

一点都不比书法家差。”她介绍，老人们还会

自费办自己的报纸，在上面发表诗歌、散文、

连载小说，报纸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或针砭

时弊，或赞颂美景，或歌颂传统文化……

“早上八点，他们也赶早八上课，有人穿着

太极服，有人穿着瑜伽服，有人握着毛笔……

当然，他们也有人会迟到，但他们每个人的

脸上都神采奕奕，充满了热爱。”高彤描述着

她眼中的老年大学，老年人也会赶早课，也

会在班级群里请大家帮忙网购“砍一刀”，活

脱脱和年轻大学生的日常一模一样。

而在 23 岁的张雨看来，加入老年大

学，好奇和兴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

这里可以找到外界所不能给予的、独一份

的“存在感”。如今的年轻人，特别是刚刚步

入职场的小白，常常会面临着巨大的工作

压力，在枯燥繁忙的工作中，往往会成为职

场中的“小透明”，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

十分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

张雨对“老年大学”产生兴趣，源于她

偶然间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分享：“好消

息：大学毕业 6 年后重新进入校园；坏消

息：进入的是老年大学”。

年轻人走进老年大学到底是一种怎样

的体验？怀揣着满满的好奇心，作为 i 人
（在 16人格测试中偏内向、内倾型人格）的

张雨报名了老年大学油画班。在油画课上，

张雨和同桌 70岁的爷爷、69岁的奶奶一起

临摹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自己虽然是

学美术出身的，但在这画画却收获了不一

样的体验，以往都是为了学业、都是带有目

的性地去画，而现在，无论是我还是爷爷奶

奶们都是为了热爱，课堂气氛非常放松舒

适”。张雨说，课后，爷爷奶奶们会围着她的

画作一顿赞美，也会跟她炫耀他们临摹的

作品，“虽然爷爷奶奶们画出来的人物效果

并没有那么好，但他们那种成就感是非常

有感染力的”。

“班级里年龄小的就是我，虽然我的出

现就是个‘显眼包’，但老人们不会因为我

是个年轻人而感到奇怪，反而特殊关心班

里的‘老幺’，课堂的氛围让我感觉很舒

服。”张雨说，班长爷爷还会给她带吃的，在

这里，她感觉得到了独一份的偏爱，找到了

自己在工作上所难以得到的认可。

不同于已经具备了一定经济实力的上

班族，像张雨那样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往往

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来支撑他

们追求高品质高强度的休闲活动。而这时，

慢节奏、低价格的老年大学对年轻人的接

纳，就成了他们排遣压力、丰富业余生活的

一种比较灵活的休闲方式。

老少之间双向的“救赎”

“年轻人的世界里更多是竞争、内卷，

让人压力倍增，这其中包括经济和精神方

面的各种压力，由此导致自我存在感与价

值感相对较低。”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姚

华松指出，蹭老式消费可以以低成本去做

一些事，在与老人互动过程中，习得各种知

识与智识，同时也能帮助到老人，从而获得

存在感、价值感与认同感。

其实，所谓的“消费”不止于经济领域，

在消费过程中，还可以滋生与滋养出亲密

的人际关系，让人心身愉悦。姚华松认为，

“年轻人并不只是单纯的‘蹭’，他们可以通

过他们独特的贡献或分享，体验到多元的

生活方式，也是件挺好的事。”

与行路匆匆和不停赶路的年轻人而

言，慢生活是当下很多年轻人所向往与憧

憬的。和老人作画，和老人唱歌，和老人互

动，可以极大程度地改善年轻人和老人双

方的孤寂感。年轻人有的是活力，老人有的

是经验，而打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魔咒，

让两者充分融合，就可以建构起一种跨越

年龄边界的“fixed structure”（固定结构），

这对消弭或缓解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代沟

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人最大的财富之一，就是丰富的社

会经验与人生阅历。这些用时间凝结而来

的东西很难被替代。对于大部分压力巨大

的年轻人而言，和老人相处，经常与老人在

一起，无疑能起到传道解惑与指点迷津的

作用。”姚华松说。

“年轻人和老年人本来就有很强的互补

性，通过休闲娱乐旅游的形式，可以增进双

方理解，也能够进一步整合资源。”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

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看来，这种自发

的、兴趣驱动的“互助”实践，有助于弥合代际

鸿沟，能够提升代际交流的有效性和持续

性，增进年轻人与老年人在思想观念、消费

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理解与交流。

同时她也提醒，要谨防“蹭老”变“啃

老”，年轻人也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自己

的能力、资源和优势，比如说跑跑腿，发挥数

字技术优势找找旅游攻略、餐饮信息，为老

年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从文化多元性角度来看，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等传统群体活动特征，可能会被改

变或一定程度上被改变。“看看老人怎么

玩，体验老人怎么玩，和老人一起玩，可以

让年轻人穿越时空，有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与文化碰撞，体验一种跨年

龄层次的生活方式，随着时

间发展，这种趋势会日渐显

化。”姚华松说。

（文中张雨为化名）

跟着大爷大妈夕阳红旅游 上老年大学

00后“蹭老”消费，乐得当团宠

大学生版黄

梅 戏《女 驸 马》

剧照。

陈 东/摄

团射阳县委聚
焦思想政治引领，
依托青年之家、青
年学习社、联青服
务站等阵地和载
体，迭代升级“鹤
青说”品牌，做优
做强“青年讲师
团”“红领巾讲解
员”等理论“轻骑
兵”，吸纳基层一

线及社会领域青年榜样宣讲力量，构
建“1+1+1”小分队模式，深耕党的
理论宣讲，开展“鹤青说论坛”“青
春理享荟”“mini脱口秀”“青春向党
学思想 感恩奋进建新功”“青春心向
党 奋进新征程”等主题学习活动63
场次，在盐城市率先实现青春宣讲走
进镇区、非公企业全覆盖。

未 来 属 于 青
年，希望寄予青
年。中国共产党经
过百年风雨征程，
带领人民创造了辉
煌成就，在党领导
下中国共青团走过
了百年历程，赢得
了青春荣光。面向
未来，我将永葆青
春本色、对党忠

诚，始终做到实心干事业、尽责担
当，始终做到热心为青年、朝气蓬
勃，始终做到虚心求革新、清澈纯
粹，切实当好新时代党的忠实助手
和可靠后备军。既有“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敬业精
神，又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在逐梦
征途中建功立业，在千帆竞发中谱
写青春乐章。

团江苏省盐城市射

阳县委书记 唐棠

贵州宏财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书记 金维维

近日，年轻人盯上了“夕阳红”旅行团，涌入老年大学，和60后、70后当起了同学，成了忘年交，被外界调侃为“蹭老式消费”。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