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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还在纠结，现在学习一项新技能会不会

太晚时，90岁老人李德祥在昨天生日当天举办了

一场钢琴演奏会。

会弹钢琴没什么稀奇，但李老第一次接触钢

琴时，距离休只有 2 年。从零开始，废寝忘食，李

老如今把琴谱变成了指尖的记忆。

这场钢琴演奏会，是李老初学琴时默默许下

的一个愿望，更是对离休30年生活的一次总结。

老人应该把日子过成什么样？李德祥告诉了

我们很多可能性。网友赞叹，只要热爱，就能把生

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

他离休后30年学会了5项新技能

90岁老人昨开钢琴演奏会
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扫一扫
看李德祥弹奏

《二泉映月》片段的视频

弹起琴来
好像手指自己会流动

学钢琴两年后，李德祥正式离休，他特

地买了一架金华本土产的“钱江钢琴”，更

加专注练习。他的家里，至今还保留着自

制的一本本琴谱，泛黄的纸张上，密密麻麻

写满了标注，因翻看多次，有些边边角角已

经翻烂。

对于李德祥而言，学琴并不是一时兴

起，接触钢琴30多年来，除了外出旅行，他

几乎每天都会花时间弹琴，保持手感。家

里的老钢琴，见证了他一点一滴的进步。

“学会了二三十首曲子，弹琴的时候已

经不用看琴谱。”李德祥自己都有点纳闷，

一旦弹起琴来，好像手指自己会流动，“不

是靠脑子记住这些琴谱，而是实在练得多

了，手指已经形成了记忆。”

采访时，李德祥弹奏了《二泉映月》选

段，时长几分钟的表演，他不用看琴谱，苍

老的双手一触碰到琴键，好似有了魔力，就

像一只只小鸟，灵活地在黑白键上跳跃。

学会了钢琴，李德祥自己也很高兴。

2002 年，他曾举办过一场钢琴演奏汇报

会，邀请了一些老同事、老朋友来参加。演

奏会上，他弹奏《二泉映月》《北风吹》《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春江花月夜》等中外名曲，

赢得阵阵掌声。

“之前跟朋友聊天，我说如果能活到

90 岁，就再办一次钢琴演奏会。”弹指一挥

间，今年3月28日，是李德祥90岁生日，他

要实现自己当初的诺言，“生日了，有人说

搞一个李老祝寿会，我觉得不好，就叫‘李

德祥钢琴演奏会’，以我个人名义举办，邀

请老同事、老朋友参加，不收礼金，不用其

他人一分钱。”

为了这次钢琴演奏会，李德祥加紧排

练，准备了《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北风

吹》《梁祝》《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耳熟

能详的名曲。

说是钢琴演奏会，其实这一场生日宴，

更像是李德祥离休 30 年生活的一次总

结。这 30 年来，他不仅学会了弹钢琴，还

掌握了好多新技能。在很多老朋友口中，

李德祥是一名“五秀老干部”，电脑秀、摄影

秀、诗词秀、书法秀、钢琴秀。“倒不是说学

得有多精，学和不学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学

习的过程是充满乐趣的。”李德祥说，他就

是在一次次学习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生

命。

采访李德祥最大的感受，是每一个爱好都被他

玩出了花。不仅有作品可以展示，还都出了书。爱

好最后都变成了特长，而且像模像样。

除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品质，他对待人生的态度，

也是充满智慧。不止一个人问过李德祥，一把年纪

了，还要学这么多东西？他的回答很有意思。

“有一年我去见老父亲，他端出了饺子。我很

吃惊，他八十几岁了，居然还学会了包饺子。”从父

亲身上，李德祥看到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他也

将这种精神传承了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性。

可能明天我就离去，也可能我能活上百岁。就因

为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热

爱生活，享受每一天。”

李德祥的老伴王全云也 90 岁了。

两个人都如此长寿，是不是有什么秘

诀？李德祥和王全云21岁结婚，结婚

近70年，相濡以沫，着实让人羡慕。

如今谈起老伴，李德祥还会感动

到红了眼睛。他回忆 29 岁那年，父母兄

妹 6 人从山东来开化投靠他们，老伴王全云

毫无怨言。“两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12 口人，每个月

的工资都算着花。”在艰难的日子里，夫妻俩携手走

过，老伴的付出，让他感念一辈子。

生命有很多可能性

本报记者 朱丽珍 文/摄

一阵琴音触动心弦
快要离休的他说：我想学钢琴

李德祥和钢琴，原本并没有交集。这位老家山

东青岛，16岁参加革命，18岁南下杭州、开化、金华

等地工作的老同志，历任科长、区委书记、市（县）委

副书记、市长等职，直到1992年离休。45年来，他

把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工作。

1989 年冬天，李德祥已经 58 岁，有一天，他

经过金华当地一家钢琴厂，忽然听到室内传来阵

阵优美的琴声，让他入了迷。那时候，他暗暗下决

心，要好好学学弹钢琴。

李德祥后来知道，当时弹钢琴的人，是金华当

地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张才林，他特地找到张老

师，想拜师学艺。

“手指这么短，年纪大了还僵硬，还能不能学？”

李德祥心里没底，但张老师的一句话，让他有了信

心，“他说，没有能不能学，只要有决心就能学。”

就这样，李德祥和钢琴结缘，从此一发不可收。

弹钢琴，李德祥是零基础，别说五线谱，连简

谱都看不懂，但他认一个理：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学

不会的。去店里买来五线谱的书，他花半个月时

间学会，之后再对着练习指法和曲子，一个音符一

个音符、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反复抠，每个星期

由张老师指导一两次。就这样，李德祥慢慢学会

弹奏《南泥湾》《欢乐颂》等简单的名曲。

之后，他又想挑战难度，想学会自己最喜欢的几

首曲子。“很喜欢《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这些中国

民族音乐，张老师就帮我把这些曲子改编成钢琴曲，

我就一张张复印出来，粘在纸板上，方便对照着练

习。”弹钢琴没有捷径，只能勤学苦练，尤其对一个

年近60的老人来说，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那时候家里没有钢琴，离家不远的供销公司

有一架，李德祥每天走路前去练习。钢琴室里夏

天没有空调，冬天只能自带棉鞋防寒。但弹起琴

来，他全然忘记严寒酷暑，甚至经常忘记回家吃

饭。

就这样，李德祥一次次攀登钢琴的“高峰”。一

首《二泉映月》，他学了两个多月，终于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之后对指法、琴键更熟悉后，学习效率也

提高了，“一般新的曲子一个月左右就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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