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孫鳳琴緣於一位年輕女孩的網
上留言。一個星期前，她在內地

某論壇上發帖，談到她去參觀鋼管舞學
習班的感受，文末提及在班上看見了一
位老人還在學鋼管舞，這讓她很是詫
異。

生活充實 追隨潮流
經過數次聯繫，記者終於見到了這

位傳說中「正在學鋼管舞的老奶奶」。
大紅的緊身T恤，黑色緊繃的長褲，再
加上一雙過膝的高跟長靴，從身後
看，沒人會料到這位舞者竟是位六旬
女士。
即使在一群短打、清涼的美女中

間，有 一頭金色頭髮和苗條身材的
孫阿姨，亦是人群的焦點。她跟 音
樂起步，旋轉、伸展、跳躍，沒有臃
腫和遲鈍之態，一招一式盡顯女人的
性感與嫵媚。
孫阿姨1953年出生，今年虛歲60。

2003年，她從江蘇省藥檢所退休。退
休後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實，每個星期

的二、三、四，要去老年大學上課；
五、六、日三天便是她的鋼管舞學習
時間。提及為何要學習鋼管舞，孫阿
姨介紹，在老年大學，她也學習了拉
丁舞、肚皮舞、踢踏舞，但在網上看
見鋼管舞之後，孫阿姨決定要學習這
種在眾人眼中看起來有點情色的鋼管
舞，「這種舞蹈跟其他舞不一樣，它
特別的性感、嫵媚、妖嬈，展現女人
的味道特別濃」。

面臨癱瘓 依然樂觀
1992年5月份，孫阿姨覺得腰疼，跑

到醫院一查才知腰椎骨裂，手術治療

後，孫阿姨的腰上左右各植入了一顆
鋼釘。沒想到這次手術不成功，一年
之後，其中的一顆鋼釘脫落，她不得
已再次手術，將這顆鋼釘取出。
孫阿姨給記者展示了腰背後嚇人的

手術開刀處，這更讓人增添對其愛好
鋼管舞的不解。「人到老年，才突然
感到生命的有限，是有盡頭的，就會
去做很想做但以前總也沒有做的事
情」，孫阿姨說。
孫阿姨一臉認真解釋說：「鋼管舞

是那麼性感、那麼嫵媚，醫生說我以
後有可能會癱瘓，我不想等到那個時
候，才去後悔今天沒有去學鋼管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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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求知慾及上進心，可不是年輕人的專
利。82歲的婆婆陳金桃近七旬才學錚琴，卻苦
於看不懂樂譜，為了躍登表演之堂，她四年前
重拾書本讀國中，努力讀英文，如今會講日、
英、台、客、國五種語言，近來更無師自通學

會裁縫，為社區創造新產業。
台灣雲林社區綠美化PK賽15日在縣立體育館展

開，各社區使出渾身解數吸引評審青睞。崙背鄉
阿勸村鹽園社區濃郁的客家色彩頗吸引，討喜的
客家大花布做成背心、漁夫帽及竹搖籃，令人駐
足；更意外的是，撐起社區產業研創一片天的竟
是位八旬阿嬤。
「這些都是我婆婆做的」，崙背鎮立托兒所長李

彩華驕傲地說，她的衣服都是婆婆改的。但令人
意外的是，金桃婆婆的縫紉功夫，卻只花短短幾
個月練就成的，打板、車縫都難不倒她，為社區
奠下產業基礎。 ■《中國時報》

八旬嫗奮戰英文
會5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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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蘇蘇州常熟辛
莊鎮雙濱村6組姚家院子裡，
明朝年間傳下來的古牡丹又
盛開了，吸引了來自四面八
方慕名而來的愛花者。據姚
家人介紹，古牡丹相當「神

奇」，酷愛「吃葷」，每年冬春兩季，都要用新
鮮的魚肉埋入花壇內，進行育肥。　

15日，記者趕到了常熟辛莊鎮雙濱村6組的姚根元
家。一進院門，就聞到一股濃烈的幽香！雖然經歷
了450多年的風風雨雨，但依舊充滿了青春魅力，枝
繁葉茂。
據67歲的姚根元介紹，他家的這株古牡丹只是其

中之一，另外還有三株「血親」——同樣位於雙濱
村6組的姚氏其他三族人的庭院中，其中，81歲的姚
維友家那株古牡丹才是老祖宗。
姚維友表示，姚家的古牡丹來頭可不小。「根據

族譜，明朝的時候，我
們祖上有個叫姚良的，
官職相當於現在的國務
院總理。在他告老還鄉
的時候，皇帝獎賞他，
問他要什麼，他就向皇
帝要了這株種植在皇宮
裡的牡丹，並帶回了老
家桐城。再後來，就把
這株古牡丹帶到常熟這
裡。」
另外，姚家這幾株古

牡丹酷愛「葷食」，每
年冬春兩季，他們都要
去買來新鮮的魚肉，還
有豬的腸肺等內臟，埋在花壇內，給牡丹增肥。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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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歲古牡丹愛「吃葷」鮮魚肉育肥

高速公路上徒步行走、駕騎
非機動車這些行為雖違法，但
人們見此不會驚訝，如果在高
速公路上看到有人搭建一個廚

房並生火做飯，這定會讓人嚇一大
跳！15日，江西省交警總隊直屬五支隊七大隊
交警就查處了一起這樣令人聳人聽聞的事件。
據了解，15日，江西省交警總隊直屬五支隊

七大隊交警在泉南高速石吉段巡邏，行至459km處時

詫異的發現，高速公路匝道內竟然搭建了一個簡易
露天廚房，一名男子正在灶台上燒菜做飯，車輛行
至此紛紛緊急避讓，而做飯的男子居然不覺危險，
在灶台前忙乎得熱火朝天。
經了解，該男子是一施工隊的民工，該施工隊在

附近的高速公路施工，男子在尋找做飯的地方時發
現高速公路匝道附近較為寬敞，便將炊事用具搬進
了高速公路，在匝道內搭建了這個臨時灶台。

■大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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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搭廚房 荒唐「牛人」被查

18歲心態 魔鬼般身材
宋美齡衣櫥內的旗袍件數，大概現

今的健力士世界紀錄無人出其右者。
宋美齡的旗袍件數多，和有一個勤

奮的裁縫師傅，有 相當密切的關
聯。
這位裁縫師傅叫張瑞香，是一位男

性的裁縫師。在大陸時期，張瑞香就
跟在宋美齡身邊，寸步不離，幾次宋
美齡到美國去，都還帶 這位御用裁
縫，可見他受寵愛的程度。

每兩三天 做好一件
張瑞香所以受到宋美齡那樣愛護的

原因，無非是手工細巧、忠心耿耿。
張瑞香有好幾次，人已經生了重病都
躺在床上了，還是不顧自身健康，繼
續為宋美齡做旗袍。因為張瑞香幾乎
每天都在不停趕工，為宋美齡製作旗
袍，所以，他一個裁縫師傅，大約每
兩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做好以
後，張瑞香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
老夫人面前邀功。也不知道是宋美齡
不喜歡穿新衣服，還是她只喜愛用純
欣賞的方式，去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大凡張瑞香拿給她看的旗袍，她只是
大略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櫥
裡妥為保管，然後便再也沒見她穿
過，因而，宋美齡的旗袍大概穿來穿
去，總是那幾套，不會有太多的更
換。
我們內務科的人都很清楚，張瑞香

是除了過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
一年有364天，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做衣
服，而且只為宋美齡一個人做；加上
一些大小官太太們為了投其所好，送
老夫人的東西多半有衣料，這些綾羅
綢緞，就夠張瑞香一年忙到頭。大小

官員送得愈多，張瑞香的旗袍便做得愈多，宋美齡的
超大型衣櫃，便成為世界最大的旗袍儲藏室。
張瑞香為人甚是客氣，平日省吃儉用，把宋美齡給

他的犒賞費，全部交給老婆管理，自己克己甚嚴。後
來，他們家在陽明山中國大飯店的對面買了一間房
子，太太就做點小生意，一家也過得不錯。
因為對宋美齡過於忠心，甚至到他死前，他的口中

還唸唸有詞，對不起老夫人，因為還有旗袍沒有做完
哩！

早前畫作 老師代筆
下午，是宋美齡的藝文時間。她最早是喜歡畫畫，

當然是以國畫為主。
為了伺候她學畫畫，官邸特地延聘了當時最知名的

黃君璧和鄭曼青兩位名家，作為宋美齡的國畫老師，
這大概是老夫人6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生活消遣。
那時，幾乎每天下午，官邸都要派車去接黃君璧或

是鄭曼青。這兩位大師對宋美齡當然是竭盡所能地傾
囊相授。最早，老夫人的畫作功力還很薄弱的時候，
所有由老夫人落款署名的畫作，大抵都是這兩位大師

的傑作，當然一些比較簡單的線條是由老夫人自
己畫的，其他的主要結構，則是由老師
去完成。
不過，宋美齡在畫畫上的天賦似乎

真的非常敏銳，只學了一陣子，可說
已經卓然有成，並且頗有大家氣勢，這

是不可否認的。（三之三，完）

■摘自：《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四十三年》，翁元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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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廳裡明快而又略顯曖昧的音

樂響起，圍繞 一根亮晃晃的鋼

管，一個60歲的女士正在翩翩起

舞⋯⋯孫鳳琴應該算是內地年紀

最大的鋼管舞練習者。儘管已是

六旬之人，但孫鳳琴卻有 「18

歲的心態」和30多歲女人般的

「魔鬼身材」。於是，當這位「永

遠精神抖擻」的老美女出現時，

身旁人多半都會投去敬佩之光。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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