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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前，他是孩子的好老师
山林里，他是鸟类的守护者

“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有个
心愿……”5月 23日上午，武汉市东
西湖区走马岭街走集镇社区党员群
众服务中心二楼，传出一阵悦耳的集

体合唱。78岁的虞旰卿在教室内来
回走动，他唱一句谱，旁边的学员们
就唱一句词，一首《陪你一起看草原》
在教室内久久回荡。这是虞旰卿在
为社区夕阳红老年音乐班上课。

虞旰卿曾担任走马岭中学的音
乐和美术教师。他自幼兴趣爱好广
泛，凭着小学、初中时学习的乐理知
识，1973年，作为知青的他通过教师
招聘考试，来到了走马岭，担任当地
学校的音乐、美术教师，自此开启了
他的教学生涯。其间学校送他去参
加音乐教师培训班，每周有三天要到
市区上课，从走马岭到汉口，骑自行
车，单程就要花费两三小时。但热爱
音乐的他乐此不疲。

虞旰卿还自费购买了手风琴、钢
琴，自学研究。同时，放学后为学生们
无偿地开“小灶”辅导音乐课。在他的
帮助下，不少学生考入武汉音乐学院。

退休后，虞旰卿受邀到走马岭老
年大学为当地老年居民授课，主教声
乐，这一教又是十几年。离开老年大
学后，许多学员再次找到虞旰卿，希望
他能够继续授课。虞旰卿主动与走集

镇社区联系，积极寻找场地、备课和准
备教学资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很多都是跟着虞老师学了
十几年的学员，虞老师走到哪里我们
就跟着他学到哪里，他很耐心，教得
很好。”学员汤合梅告诉记者，他们这
些学员过去大多数都是在农场务农
或者在工厂做事，对音乐一窍不通。

在虞旰卿上课时，每个学员手上
都有一本歌本，这些歌本上的词、谱
均由虞旰卿手写而成，他再复印，装
订成册以后，一一发给学员们。

歌词本上，字迹工整，有的谱子
还别出心裁地配上了手绘图。虞旰
卿介绍，一般他定了教学歌曲后，用
手机查词谱，誊抄到纸上。先在白纸
上打好格子，用铅笔写一遍，再用黑
色水性笔临摹一遍，一张歌谱才算完
成，这往往要耗费他大半天的时间。

“为什么不直接从网上下载后打印歌
词呢？”记者询问虞旰卿。他说，自己

不想总麻烦别人，誊抄过程中还能练
习书法，学一遍歌。像这样的歌本，
他写了有9本，每一册歌本都有十几
张歌谱，歌谱时常保持更新。

这些学员都是60岁以上的中老
年人，几乎没有乐理基础，甚至还有
不识字的，这就要求虞旰卿在教学方
法上另辟蹊径。“我就找他们喜欢的
歌，先让他们跟着唱，调动他们的兴
趣坚持下去。”虞旰卿告诉记者。

“虞老师看我的嘴型就知道我唱
得对不对，唱错了，他就一个字一个
字地教。”学员聂云芝告诉记者，她说
去年在老友们的邀请下加入了音乐
班。自己识字不多，歌词本经常看不
懂，如今她在音乐班不但学会了唱
歌，还学会了乐理知识。

记者看到，虞旰卿制作的一份课
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上课，他
一人承担葫芦丝、腰鼓、唱歌等多门
课程的教学任务。对此，虞旰卿说自
己乐在其中，教学也是一种提升自我
的方式，而且能够将这份对音乐的热
爱传递下去，他感到十分快乐。
（据《楚天都市报》孙婷婷 邹斌）

走进海盐县澉浦小学，校园绿植葱
葱、鸟群飞翔。校园里有个鸟类探究实
验室，平时陈其昌就在这里教学生。

“我从小就喜欢鸟，经常跟长辈到
山里观鸟。”陈其昌告诉记者，那时大
家保护动物的意识还不强，不少人以
捕鸟为生。

不过，年幼的陈其昌好奇的是不
同鸟类的特点和它们的生活习性。

为了搞清鸟儿过冬时迁徙到哪
里，他抓来一只鸟，在它的脚上绑块小
竹牌，写上“我在南北湖”，期待鸟儿飞
到远方后，那边的人能给他回信。

时光飞逝，陈其昌长大后成为当
地山村小学的教师，还是未等来回信。

1988年，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
保护法，大家对动物的关注度不断提
高，不少学校成立了相关兴趣小组。
陈其昌重新捡起自己的爱好，利用课
余时间系统学习鸟类知识，并带孩子
们观察鸟类。

“有个问题出现了，一只鸟停在
眼前，大家却不知道它叫什么。”由

此，他萌生了制作鸟类标本的想法。

制作鸟类标本，并没有想象中容
易，不仅要搞清楚原理，更要手巧心细。

陈其昌的初次尝试是在 1993年
秋天。他从摊贩手里买来一只死亡
的雀鹰，在查阅资料后，他将鸟去肉
去脂，用石灰、明矾防腐，再将棉絮塞
进鸟肚，用铅丝固定翅膀、骨架，然后
进行缝制。忙了好几天，第一个标本
终于做好了。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痴迷其中。
制作技术欠缺，就看书学习，向

专家请教；需要材料，就到处捡塑料
泡沫、木屑、木刨花；为了不伤害生
命，他会找死去的鸟儿做标本，足迹
遍布周边山川野林，还成了杭州、上
海等地花鸟市场的常客。

与有的鸟儿失之交臂，成了他心
中永远的遗憾。“有一次有人联系我
说，手里有一只死掉的红角鸮，3斤
多，比较罕见，要价 350元。那个年
代大家的工资也没多少，我犹豫了一
下，就被别人买走了。”

这之后，陈其昌碰到心动的，就会
果断下单，花了不少钱。渐渐地，他积
累了越来越多的鸟类标本，教室里陈列
不下，他把老宅改造成一个临时展馆。

2015年，随着老宅拆迁，陈其昌
的标本一度面临无处安放的困境。

幸运的是，澉浦小学伸出了援手，为
他提供了展示标本的空间。

在澉浦小学的鸟类探究实验室
里，猛禽、陆禽、攀禽、鸣禽等各种鸟类
标本应有尽有，有的振翅欲飞，有的静
卧枝头，有的低头徜徉，栩栩如生。

这些标本中，陈其昌印象最深的
是一只大鵟标本。“这是有一年除夕
夜买来的死鸟。年初一午饭后，大家
都出去玩了，我开始做标本，到次日
凌晨3点15分才弄好。”

如何把标本做得如同活物？陈
其昌的秘诀是观察，“要熟悉它们，才
能做得好。”

谈及每种鸟类的特点习性，他如
数家珍，“比如夜鹭，喜欢结群活动，
头上那撮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
黑，所以民间有‘夜鹭苦，老了还要背
黑锅’的说法。”

陈其昌还将嘉兴南北湖地区的
鸟类进行了详细记录。2000年，他
编写出版了《南北湖鸟类图册》，该书
详细记录了南北湖地区常见的87种
鸟类，并于2008年再版，鸟类种类增
至 161种。这本书成了澉浦小学学
生的课外读物。

（据《钱江晚报》黄玉环）

他是浙江省嘉兴海盐的一名教

师，也是一个鸟类守护者。

在38年的教书生涯里，他利用课

余时间钻研鸟类知识，为160多种鸟

制作了400多个精美的标本，建成了

一座私人鸟类博物馆。如今，他虽已

退休，但仍在学校为孩子讲解鸟类知

识和标本制作。这位老人叫陈其昌，

他的事迹日前被浙江省生态环境厅评

为2024年度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

例。5月24日，记者拜访了这位老人。

创建夕阳红老年音乐班 手把手教吹葫芦丝、打腰鼓和唱歌

古稀老人用音乐传递爱与温暖

一头银发，左腿有些微颤，打起

鼓、吹起葫芦丝来，精神抖擞，唱起歌

来中气十足，丝毫看不出来这是位

78岁的老人。5月23日上午，虞旰卿

骑着电动车载着妻子赶往走集镇社

区群众服务中心，要为夕阳红老年音

乐班学员们上课。

夕阳红老年音乐班由虞旰卿一手

打造，学员多为周边小区居民。他们

曾对音乐一窍不通，虞旰卿手把手教

他们吹葫芦丝、打腰鼓和唱歌。在他

的带动下，社区还成立了一支腰鼓队。

从小喜欢鸟
曾经请鸟捎去短信

学做鸟类标本
老房子成了免费展厅

说起鸟来如数家珍
编写了《南北湖鸟类图册》

七旬老人无偿教邻居唱歌

精心手写歌本送给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