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08 国内

编辑/赵薇 张靖瑜 云艳 美编/曹洁 一读/刘艳君

日前，来自福建泉州安溪县的 5
岁小女孩陈梓恩，以7分53.692秒的
成绩，打破最小年龄还原七阶魔方世
界纪录。

日前，5岁的陈梓恩在39项世界
纪录获得者叶佳希老师、“五连环”世
界纪录保持者杨心静老师、二阶至十
三阶魔方世界纪录保持者庞小乐老
师等人的见证下，仅用一次便以7分
53.692秒的成绩打破了最小年龄还

原七阶魔方的纪录，成为新的世界纪
录保持者。

陈梓恩来自安溪县，从小就对益
智玩具魔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展
现出与众不同的智慧与天赋。在训
练机构老师的教学指导下，她逐渐掌
握了解密的技巧与方法，不断提高自
己的解题速度。她在2023年龙岩市
举行的第二届魔方运动公开赛中获
得了三阶U6组亚军和枫叶低年级组

亚军。
在该场比赛中，叶佳希老师发

现了陈梓恩的逻辑思维、反应能力
以及手速和观察力，表示她可以去
挑战最小年龄还原高阶魔方。今年
4月初，陈梓恩看到自己一直崇拜的
偶像再次打破世界纪录后，下定决
心表示也要去打破世界纪录。在确
认她要挑战最小年龄还原七阶魔方
后，训练机构的老师给她制定了训

练计划，在备战征程中，她每天刻苦
训练，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调
整优化解题的技巧与速度。接触魔
方以来，陈梓恩的父母给予她无微
不至的支持与鼓励，让她能够专注
于备战、全力以赴迎接挑战。成功
刷新世界纪录后，她说自己将继续
努力，不断挑战，争取创造更多的世
界纪录。

（据《东南早报》林志安）

据成都市老年大学合唱团队长
廖小鹃介绍，合唱团于2000年成立，
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拥有60位成员。
在廖小鹃的印象里，过去，这支老年
合唱团一年只能排练一首合唱歌曲，
大多数老人甚至看不懂乐谱。 转折
发生在2020年，随着李指挥的加入，
学校开始重新为合唱团划定标准。

“我们设置了入团考试，每年有
年度考核，还有试唱考试，因为合唱
分四个声部，所以设定四个人一组，
一起试唱，随机抽签，有严格的打分
（制度）。”廖小鹃表示，合唱属于团队
合作，水桶效应非常明显，“短板”会
影响整个团队合唱的效果，所以合唱
团还有末位排名，激励每一个学生要
保持一定的水准。

李指挥同样给合唱团提出了专业
要求。课堂上，他要求每一个老人都
要学会看懂乐谱，并且强调课堂纪律，
课下要认真背谱、打磨歌曲。有学员
曾透露，课堂上不配合的学员，还会被
李指挥“请”出去。合唱团这套严厉的
标准曾让很多学员不理解，他们认为
明明是老年人退休了没事干，唱歌开
心一下，为什么要整得这么严肃？

答案很快由团员们自己给出来
了。67岁的刘宏伟曾在武汉工作，
退休后来到儿女工作的成都养老。
曾加入过合唱团的他，之所以来成都
市老年大学合唱团，就是被这里的高
水准和高要求吸引。在他看来，合唱
和独唱不一样，如果没有纪律性，很
容易变成一盘散沙，作为团队项目，

唯有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能演唱出好作
品。65岁的欧阳以微在华阳街道的合
唱团学习了三年，因为希望不断进步，
便来到了成都市老年大学。虽然加入
了合唱团，但欧阳以微要克服很多困
难。除了来回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她还
担心自己基础薄弱拖后腿，课后努力练
习。课堂上，还要忍耐一些尴尬时刻，
比如抽查，欧阳以微在内的不少学员都
曾因担心唱不好，偷偷红过脸。

为了调动团员积极性，合唱团去
年举办了第一次音乐会，准备了20首
曲目，最后表演了18首，全部要求背
谱演唱。欧阳以微说那段时间几乎天
天都在背谱，“做菜我都放着音响”。
说起那场音乐会，许多老人都很“感
动”“兴奋”，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
如此隆重的舞台。廖小鹃说，在那场
音乐会上，当听到所有人的和声“奔
涌”而出时，她发自内心地感动，“身上
起了鸡皮疙瘩，觉得其中有自己的一
份力量。合唱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
结果，大家就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对于高要求，李指挥有自己的想
法。从一开始，他给自己的定位就不
是陪老人们唱歌，而是做音乐教育。
他认为，这是老人们曾经欠缺但一直
渴望的一门课。“如果老人们想打发
业余时间，其实街道、社区自发的老
年课堂都可以满足，包括老年大学也
有普通的声乐班。但合唱团不一样，
既然叫合唱团，就要按专业标准要
求，它属于艺术范畴。”李指挥说。

从事合唱工作二十余年，因为热爱
合唱，李指挥能看到合唱团老人们的热
情。不少参加合唱团的老人都为了圆梦
而来。欧阳以微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喜
欢唱歌，但没有机会学习音乐。上班后，
非常羡慕单位里有一技之长的同事。

“过去无论工作还是学习，我都
不算努力，父母对我也没要求。如今
我都退休了，还是想为自己的梦想努
力一次。”欧阳以微表示，每当想要放
弃时，就会看看周围更年轻、更优秀
的同学，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她始终

记得李指挥说过的一句话，“努努力，
踮踮脚、撑撑手，你就能够着目标”。

63岁的张劲松参加合唱团，也
是为了完成少年时的梦想。作为一
名大学退休的绘画老师，他在中学时
曾接受过系统的声乐训练，但后来因
为工作繁忙，没有再继续学习音
乐。 张劲松认为，退休后一周去合
唱团上两节课，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
有规律、有节奏，“真正的热爱不需要
坚持，它会化成一种内在力量驱使
我，学习任何东西都有发自内心的快
乐，想持续学习下去”。

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热爱，合唱团的
不少团员在暮年时收获了友谊。进入合
唱团三年的周洁，因为生日时收到队长
廖小鹃制作的视频影集而感动得流泪。

“大家都说，年纪越大越不容易
交到朋友。但在合唱团，我交到了一
群好朋友，特别是鹃姐，我们经常一
起出去玩，我觉得这应该是演唱之外
最大的收获。”57岁的周洁开玩笑
说，在老年大学的合唱团，自己正在
慢慢忘记年龄，无论心态还是身体，
都变得越来越年轻，如果不是要过生
日，觉得自己才30多岁。

合唱作为一项合作项目，合唱团里
包括廖小鹃以及各个声部的队长都格
外重视团队的团结气氛，每个月都会给
过生日的学员集体发一次生日祝福。
廖小鹃认为，老人不仅需要持续地学习
和成长，还需要陪伴和关注。作为队
长，她表示，只要老人们在合唱团一天，
都是自己的“宝贝”，都会被贴心对待。

从不识乐谱到拿到越来越多的
奖项，如今市老年大学合唱团的学员
们收获颇丰。“加入合唱团前，大家从
来没站上过舞台，但如今我们都实现
了人生跳跃，一步步走上了各种各样
的舞台。因为热爱，我们的歌声飘过
凤凰山体育公园，唱进了成都电视
台、四川电视台，登上过中央电视
台。我相信只要心存希望，任何时候
开始追梦都不晚。”廖小鹃说。

（据《成都商报》昌娟）

安溪5岁小女孩玩转魔方

刷新最小年龄还原七阶魔方世界纪录

还不到9点，成都市老

年大学一间教室里就已坐

满了人。原本规定 9 点半

上课，因为珍惜早上的时

间，大家全部自发在 9 点

前赶来。这是一支平均年

龄超过 60 岁的“学生”合

唱团。为了上课，一些住

在高新区、华阳等地的学

员，需要一大早就起床。

和一般的老年课堂不同，

成都市老年大学艺术团这

支合唱团以专业和严格著

称。老人们入学前需考

试，日常有作业，期中期末

要考试。军人出身的李指

挥更是以艺术的标准严格

要求合唱团成员。凭着坚

持，三年来，这支老年合唱

团从大多数不识乐谱，到

一路举办音乐会、拿奖项，

今年“六一”儿童节还登上

央视少儿频道。这群老人

用自身的经历证明：热爱

可抵岁月漫长，任何时候

追梦都不晚。

任何时候追梦都不晚

这支成都老年大学合唱团 从“乐盲”唱到央视舞台

一群不识乐谱的老人
决定学一门艺术

心存热爱
花甲之年追求童年梦想

收获暮年友谊
携手走上各种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