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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韵传情 岁月不老

7月 30日 6时，朝阳拂过白河水面，荷花坞

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辉。粉嫩的荷花

在晨光中绽放，宛如少女初妆，每一瓣都蕴含

着生命的活力与娇嫩。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

宛如一片片精致的翡翠玉盘。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

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

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馥郁芬芳的荷塘边，

一群老人正在朗诵李白的《南都赋》，那抑扬顿

挫、情感饱满的朗诵声，与清脆的鸟鸣交织在

一起，构成一曲和谐的自然与人文的交响乐。

“2018年，南阳市老干部大学开设朗诵班，

我第一个报名。朗诵，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和方

式，展现文字的喜怒哀乐，让我在诵读中成就

诗和远方。”从最初的勤学苦练到屡获殊荣，韩

伟川的退休生活因诗朗诵而充满阳光。

今年 71 岁的韩伟川曾在部队服役 16 年，

1988 年转业到中国人民银行南阳分行工作，

2013 年退休后到南阳市老干部大学学习声

乐。后来，学习朗诵后，他屡获殊荣。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朗诵大赛中，他凭

借声情并茂的演绎荣获特等奖；在“悦读黄河”

诵读比赛中，他的《黄河》朗诵作品更是震撼人

心，获得一等奖；在“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一

季）网络展区，他精彩的演绎打动了万千网友，

喜获乐龄组二等奖。韩伟川积极参加老干部志

愿服务活动，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每一次走上

舞台，他都全力以赴，用声音的力量与观众产生

共鸣，多次被评为南阳市优秀退休干部志愿者，

还连续两年入选河南省朗诵协会学术技术带头

人。

韩伟川不遗余力开展朗诵艺术的推广与

传承。他担任南阳市老干部大学朗诵艺术团

团长及南阳市老干部朗诵协会会长，精心策划

并组织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朗诵活动。在他的

带领下，团队不仅在全省会演中大放异彩，还

经常活跃在城乡舞台，成为传递正能量、弘扬

主旋律的重要力量。

“2021年 5月，我和朋友一起在韩伟川的公

益课上学习诗朗诵，现在我经常上台表演，诗

朗诵改变了我的生活，感谢韩老师！”退休教师

刁德风对韩伟川将朗诵技艺无私传授给大家

表示感谢。她介绍，2021年起，韩伟川在所居

住的小区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免费诗朗诵培训

班，吸引了很多居民和周边群众参与。大家在

他的指导下，不仅学会了朗诵技巧，还感受到

了文化的魅力与传承的重要性。在韩伟川的

引领下，越来越多的朗诵爱好者加入这个行

列，共同用声音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诗韵悠长 春兰绽放

“退休后，诗朗诵让我的人生焕发出新的

光彩！”谈及退休生活，今年 73岁的丁春兰兴致

勃勃，她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能够走上舞台，为

众多观众献上深情的朗诵，更未曾预料到能一

次又一次地站在领奖台上，收获满满的荣誉与

自信，还交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丁春兰退休前是南阳市烟草公司销售公

司副经理，整天忙于工作和家庭的她，每每看

到那些充满激情和才华的诗朗诵者站在舞台

上表演，心里就非常向往。2018年，把孙子送

进幼儿园后，她就到南阳市老干部大学朗诵班

学习诗朗诵，这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在南阳市老干部大学的课堂上，窦跃生

是我的老师，生活中，他是我的好朋友，舞台上

我们是母子。”丁春兰说，2021年，在大型情景

朗诵剧《红色家书》中，她饰演赵一曼，窦跃生

老师演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为了将赵一曼

在囚车上写遗书的情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她和

窦跃生老师一起深入研究剧本，反复揣摩角色

的内心世界，力求在舞台上呈现出最真实、最

感人的一幕。国庆节在南阳市百姓剧场公演

时，看到“赵一曼”留给儿子的信，窦跃生瞬间

泪流满面……“演出结束好久，现场观众还沉

浸在剧情中不能自拔。下场时，在现场观看演

出的卧龙区广电局退休干部李敬娅拉着我的

手说，观看这场演出，她擦了六次眼泪。那一

刻，我分外自豪！”

“2022年中秋节，是我过得最浪漫的中秋

节！”除了专业的演出，丁春兰还享受着朗诵带

来的社交乐趣。那一晚，白河畔荷花坞，她和

其他 20多位河南省朗诵协会会员一起赏月诵

读，仿佛回到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大家

庭；那一晚，从古典诗词到现代爱国歌曲，他们

共同朗诵、共同歌唱，那份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与向往，在月光下流淌成最美的旋律。

诗意盎然 韵绕心田

郭玉，70岁，南阳市商务局一位退休干部，

她的朗诵艺术，让其退休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她的朗读，声情并茂，不仅感染了现场的每一

位听众，更引发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朗读，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旅行，它让我在

文字的海洋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郭玉说，

朗诵不仅改变了她的精神面貌，更让她在抑扬

顿挫中陶醉。她的声音，温暖而有力，感染着

每一位听众。

刚退休时，郭玉也曾有过一段适应期，但

她很快找到了新的寄托——在南阳市老干部

大学，她不仅学习了舞蹈、模特、声乐和摄影，

2018年，又师从南阳著名播音主持人王洪敏，

走入朗诵的世界。

从此，郭玉便与朗诵结下了不解之缘。她

不仅加入了朗诵艺术团，还积极参与省市的各

项朗诵活动，用她那有温度的声音，感染着每

一位听众。在部队慰问演出中，她与同伴含泪

朗诵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那份深情与

真挚，让战士们动容，也让郭玉更加坚定了用

朗诵传递正能量的决心。

随着朗诵技艺的不断提升，郭玉担任了南

阳市老干部朗诵艺术协会副会长，参与组织大

型朗诵活动《党旗颂》《复兴颂》《百年交响》

等。这些节目不仅展现了团队的实力，更将朗

诵的魅力传播到更广泛的受众群。

“退休只是人生旅途中工作部分的结束，

不是生命的终点 ,
而是另一段旅程

的起点。”郭玉说，

她在朗诵世界里，

收获了快乐与满

足，感受到了生命

的无限可能。她的

朗诵，不仅是艺术

的展现，更是一种

精神的传承。③7

本报记者 赵明禄 实习生 冯琰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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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有群老人退休后以诗朗诵重
启儿时梦想，将心灵之声编织成多彩
画卷。他们以声为笔，以情为墨，熔古
铸今，用声音雕刻着岁月的经典。那
一声声真情诵读，既是对往昔的深情
回望，也是对未来的温柔期许。

“陈铎是我的偶像。他主持的《话
说长江》和朗诵的《致橡树》，每一个字
都打动了我。退休后，我在南阳市老
干部大学找回了对朗诵的热爱。现
在，朗诵不仅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加充
实，还让我有机会在舞台上展示自

己、传递正能量。”7月 30日，
退休后以诗朗诵活跃在南阳
城乡的七旬老人韩伟川如是
说。

云悦读云悦读

退休老人用声音共绘晚年多彩篇章—

在朗诵中成就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