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生活书为伴晚年生活书为伴
刘爱荣

算来已退休25年，前些年还在为
孙辈操劳，每天忙忙碌碌，一天天过
得飞快。后来孙辈上了大学，儿女在
外打拼事业，我却闲了下来。好在上
了老年大学，又参加了夕阳红读书
会。学诗词、书法、绘画、唱歌、打
太极拳，也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疫
情3年，居家线上学朗诵，每天安排很
满很充实。

上了年纪，跳不动也唱不出了，
但又怕变痴呆，所以选择读书朗读。
尤其近3年中，在老师的引领下，学习
了中外不少经典著作；重温了中国历
史、名人轶事、诗词歌赋等。当年在
学校的一知半解如今又鲜活起来。比
如《岳阳楼记》《琵琶行》《赤壁赋》
《洛神赋》《爱莲说》《滕王阁序》等。
又如三毛、林徽因、徐志摩、沈从文
等的文章作品。庆幸自己又回到课堂
补了一次课。比如学习了“耳熟不能
详的词”“易读错的字词”“易读错的
成语”等总结性的知识型文章，真是
如饥似渴，越学越觉得老本太少了。

为了适应诵读需要，我还学会了

做微篇、剪映、语音合并等手机功
能。越学越觉得手机软件的能量太
大了：原来每天认真在本子上抄录
字词和文章，几年存了厚厚的几大
本。如今学会了使用手机备忘录，
复制、粘贴、分屏、录音，这些都
可以一次搞定。为了跟上时代步
伐，我和年轻人一起学习，好像又
回到了学生时代。

这几年，最重要的、最大的收
获是老年心态的调整。人老了，身体
机能衰退不可逆转，可心态要保持年
轻，要有一种“被需要”作动力。所
以无论在外活动，还是在家里，我都
心甘情愿当后勤。采买做饭、洗碗擦
地、种花养鱼、整理家务。

阅读让人学会思考，让人沉静下
来，享受一种灵魂深处的愉悦。读书
让人心态平和，开解人生烦恼。在阅
读中，心灵有温度，会随着文稿的思
想起伏，悲欢离合尽在其中。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
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
所以，老年生活离不开阅读。

晴耕雨读园晴耕雨读园 诗会迎春天诗会迎春天
本报记者 杨金丽

立春时节立春时节，，一群热爱土地的一群热爱土地的““城市农人城市农人””写诗论诗写诗论诗，，迎接节气抒情怀迎接节气抒情怀

2月 4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一个节气立春。万物复苏的时节，
晴耕雨读园的一群“城市农人”举
办立春诗会，写诗、论诗、赛诗，
放飞诗意情怀，喜迎春天的到来。

一群人来自各行各业，因为喜
欢土地走到一起，最初在运河边租
地种菜，后来到城西建园，名晴耕
雨读园，寄托了大家耕读修身的生
活理想。8年耕种，从“种菜小白”
变成了“城市农人”，但耕读情怀不
曾改变。眼见春天到了，大家跃跃
欲试，畅想着新一年的耕种计划和
田园生活。“明山净水”提议，大家
干脆在群里来个立春诗会，她改写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荒城中
地，守拙归园田。方宅一亩半，铁
屋有两间。杨柳荫前后，桃李左右
环。暧暧远高楼，耕读晴雨天。”

“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茄子、
辣椒、西红柿，享受绿色无公害的

蔬菜，还有健康充实的田园之乐和
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明山净
水”说，8年来，他们自己垦荒开
地、播种灌溉、晴时耕种、雨时读
书谈诗，谈天说地，纵论历史时
事，“城市农人”的新生活让生命
多了味道和色彩。

此诗一出，“雷雨”立即纠
正：咱们有 2 亩多地，应该改为

“方宅二亩半”。“明山净水”说，
“一亩半”虚指，为的是和后面的
“铁屋有两间”错开。“雷雨”的打
油诗风趣幽默让人开怀，老高的写
实风全记录令人慨叹，大家还建议
群里会书法的农友写成书法作品，
挂在晴耕雨读园的“会客厅”里。

很快，“沧海笑”的诗也出炉
了：“城中藏仙境，唤作耕读园。
兄妹有九人，三余赋清闲。朝迎旭
日升，暮披晚霞还。种豆东篱下，
植花南门边。春折西栏柳，秋赏北

栅烟。君喜萝卜脆，吾爱南瓜甜。
尔说栽白菜，她言种芥兰。各自有
所梦，终能得以圆。挥汗劳作罢，
落座享清谈。竹棚遮丽日，氤氲茶
茗轩。……最是分菜季，欣欣喜心
间。堆堆似翠玉，化作美味餐。白
日耕耘乐，夜晚享安眠。闹市寻静
地，境远心自宽。五福尽在我，不
羡神与仙。”我市书法家张克祯还
把这首诗写成了书法作品。

身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云中
雀”技痒难耐，先赋古体诗：“寻
梦高楼间，欣欣得园田。……坐看
浮云阔，耕读晴雨天。”又写了一
首现代诗《与一场诗会无关——和
耕读园众亲之同题诗》：“我想，学
学众亲诠释一下重叠/比如今天，2
月4日，梦想耕读园/正以惊人的姿
态/向我重叠起/时间和地点……让
每一滴雨都去恣意吧/去随意润湿
一条蚯蚓的想象……我端坐莲蓬/

看时间和雪/看花开之后/诸事结
籽、尘埃落定/看辽阔星辰/有一场
孤雁南飞的假想/枫桥荒芜、晚钟
空响/在烟雨迷蒙的诗意里朗照千
年/ 泥土却被睡暖了/豆荚一一爆
裂/在梦想之外/洒水车沿着马路缓
慢前行……”

人们的诗情被激发出来，不管
是否写过诗，大家你一首、我一段
地往群里发。不仅拿出自己的作
品，还热烈地讨论着古体诗、现代
诗应该如何创作、如何欣赏……从
郭沫若、艾青到席慕容、余光中、
海子、北岛……名家的诗作也被一
次次贴出来，大家热烈地讨论着、
交流着，书香弥漫，诗意飞扬。

“一群种菜的，开始作诗论诗
了。从古体诗到现代诗，从立春深
夜一直到元宵节的黎明，仍是意犹
未尽。”“蓝精灵”说，这是真正诗
意的节日、诗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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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路上乐无穷读书路上乐无穷
孙连芳

说起读书，不由地想起我的读书
路，有苦也有甜。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却生不逢
时。按入学年龄，现在的儿童到7岁
就入学读书了。那时正逢抗日战争末
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战火纷飞，硝烟
弥漫，民不聊生。从我记事起，就帮
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照看弟
弟妹妹……所以，痛失上学读书的机
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要
读书，这个愿望一直埋藏心底。

为工作、为家庭、为儿女忙碌
奉献大半生，直到 70岁才有了我自
己支配的时间，心想这回可以为自
己好好活一把了。于是，我兴奋得
像小学生一样直奔夕阳红读书会的
课堂。这里都是文学爱好者，每位
老师都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他们
知道我求知心切，都热情地向我伸
出援助之手，把他们的著作赠送给
我，并教我怎样读书、怎样学习写
作技巧。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从此真正和书结缘，走上了读书之
路。

我夜以继日地苦读，就是为圆我
的读书梦和写作梦。我爱好文学，但
总是不得法。写出的文稿都是呆板生
硬、没有灵气。都说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像我这把年纪，破万卷是
遥不可及的事儿了，只能用速成法来
解决。于是我就采取通读、选读、精

读相结合的办法，从读书中学习写作
技巧。古人云，读一遍不如写一遍。
书不离手，手不离笔，手眼并用。我
学着这样做了，真是让我的读书写作
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能把书本的
知识运用到写作中，又加之随时都能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文稿渐有灵气，
字数也从三五百字逐渐提升到七八百
字，有时过千字，见报率也逐年提
高。

2015年，我把十几年的见报文
稿集结成册——《晚年的追求和快
乐》。经过十几年努力，不但圆了读
书梦、写作梦，还出乎预料地圆了我
的著书梦。这本拙作还被市图书馆作
为永久馆藏，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爱读书，读好书，也是治家之
宝。家庭形成爱读书之风，家人们都
明事理、讲礼貌、懂孝道、人品好、
素质高，互相包容，相互谅解，就能
成为和睦家庭，为建设美好文明狮城
贡献一份力量。读书是养老的最好方
式，人到老年需要科学养生、合理膳
食，因人而异地锻炼身体……都需要
读书，读书才能长知识，视野开阔，
明辨是非。

经过十几年的读书，让我深刻感
悟到书是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是自我升华的需求。读书是增
长智慧的捷径，与书相伴，其乐无
穷。

““泊头桑泊头桑椹椹””杯杯··全民读书大赛全民读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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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刘立红，银铃般的声

音、闪亮的眼睛、话语间的自信

和笃定让人心生敬佩。虽先天左

下肢残疾、缺少两根肋骨，但她

自立自强，创立“微尘服务部”、

带动残疾人创业、创办读书会扶

贫扶智的事迹却像一片阳光，温

暖照耀着身边的人。

54岁的刘立红是泊头人，曾

被泊头市授予“十大女杰”“道德

模范”称号，获得“沧州市十佳

志愿者”“扶残助残先锋”等 20
多项殊荣，她的名字因此被刻在

了沧州名人植物园的沧州好人墙

上。

刘立红刘立红刘立红：：：
读书让折翼的人生也高飞读书让折翼的人生也高飞读书让折翼的人生也高飞
本报记者 齐斐斐

艰苦创业扶助残弱

刘立红出生在泊头市文庙镇刘
汉斗村，先天残疾，走路很困难。
在一瘸一拐中，她克服了种种困难
完成了初中学业，后因身体原因辍
学。她渴望学习，不甘心因为身残
而失去成长飞翔的机会，于是，走
上了自学之路。因为上学的时候，
字写得不好，她就自学硬笔书法，
每天练几个字，日积月累，她的字
越来越好，竟也有了性格里的洒脱
和倔强。

随着年龄的增长，怎样谋生，
给父母兄弟减少压力，成了刘立红
考虑的问题。那时候，家里有台缝
纫机，她就开始试着给家人改衣
服，摸索其中的要领。慢慢地通过
自己一针一线的努力，剪裁技术大
大提高，收入虽然微薄但也可以补
贴家用。

1994年，刘立红有了自己的家
庭，丈夫刘元书也是一位残疾人，
1996年女儿刘影出生。因自身条件
所限，她和丈夫一直求职无门，丈
夫那些年养鸡，因太过劳累，腿患
上了严重的滑膜炎。生活所迫，刘
立红拖着残疾的身体自主创业，在
一个门洞里搭起了一间只有 6平方
米的小屋，开了一家以缝纫裁剪为
基础的“微尘缝补小店”。

为什么叫微尘？刘立红说人如
微尘但也像一粒种子，虽然特别渺
小，但平凡却不该平庸。在经营
中，她结识了很多爱心人士、志愿
者。任丘的张华绿色家园里有一群
有志的残疾人，当时他们有一批墩
布要义卖，她和爱心志愿者们共同
组织活动，把义卖款捐助给了贫苦
残疾学生和受灾地区。

为了更好地做公益，刘立红联合
社会爱心人士在泊头三井广场做了一
个更大的门面，开始了二次创业，上
了一套干洗设备，同时也吸纳了更多
健康人和残疾人在店里工作。

在历经几年的扶贫中，刘立红
被泊头市授予“十大女杰”“道德模
范”称号，获得“沧州市十佳志愿
者”“扶残助残先锋”等 20多项殊
荣，她的名字也被刻在了沧州名人
植物园的沧州好人墙上。

扶贫扶智建立读书会

在创业和扶贫的过程中，刘立
红对扶贫有了更深的感悟。她觉得
扶贫应先扶智，要想真正过上幸福
的生活，不读书、不成长、不改变
是无法摆脱贫困、走向幸福的。

于是，她开始了精神扶贫。首
先自己先读书，她要求自己每个月
至少读一本书。假如书有 300 页，
她就每天读 10页，并作读书总结。
她还在微信上建立了读书群，每天
都在群里读书，还会在多个群里分
享，鼓励大家聆听并交流感受。疫
情前，他们组织线下读书，大家坐
在一起共同分享一本书，各抒己
见，一起成长。疫情后，他们重新
建起读书群，筛选读书爱好者进
群，制定每月的读书计划。群里每
人分别读哪一本哪个章节都分清
楚，所有人都是读书者也是分享
者，之后月末作整本书总结。每天
的成长与喜悦充实着他们的生活，
这种快乐无以言表。

刘立红说，他们所读的书涉及
方方面面，家庭教育、人际关系、
健康知识、心理学、领导力等不一
而足。

这些年，刘立红对《爱的五种

语言》 这本书情有独钟。当今社
会，许多家庭出现问题，有位朋友
找到她诉说婚姻不睦的苦衷。她就
把《爱的五种语言》《道歉的五种语
言》借给对方看，并同时约上几个
家庭一同来读这本书，学习其中内
容。“这本书告诉我们五种爱的语
言。比如用什么方式表达你的需
要，你的配偶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回应，以促进双方关系更加和
谐。让身边人都学会爱的表达，用
润物细无声的爱让一个个家庭走向
美好，这也是我的梦想。”刘立红笑
着说。

有一次，她的店里来了一位 40
多岁的妈妈，带着女儿来取衣服。
没谈几句话就大声地训责孩子，而
且还当着好几位陌生人。刘立红看
这种情形，就把她母女留了下来，
等只有她们三人的时候，运用她所
学到的知识去分析母亲的愤怒、女
儿的纠结。最后通过深入的交谈，
得知孩子在学校里有自闭、不合
群、早恋这些现象。当孩子向家长
求助时，家长因为不能知道孩子的
需求，只是一味地指责，不能给予
孩子思想上的引领，从而导致当众
斥责女儿这一幕的发生。当她运用
心理学去解决母女之间的矛盾时，
母女都泪流满面，释怀许多。

像这样的事情，这些年，数不
胜数，刘立红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
中，获得了难以言喻的快乐。

分享励志故事
折翅依然翱翔

思想是引领一切的源头。刘立
红的读书群里有健康人、也有残疾
人，他们都是热爱学习、有梦想、
有追求的人。为了让失明人和聋哑

人更好地吸收群里的知识，他们采
纳了既有文字又有语音的分享方
式，让他们能看文字的看文字、能
听读的去听读，每个人每一天都有
收获，读书群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明
灯。

春节期间，有一位双目失明的
朋友与刘立红彻夜长谈，20多年失
明的辛酸化作一行行泪水。进入读
书群就像找到了心灵的家，不仅让
他更加乐观自信，也激发了分享
欲。他在群里说起自己的计划，不
但要自己读书，更要带着朋友们建
立社群，让每个人都遇到更好的自
己。

有小家的和睦，才有大家的共
赢。有梦想，才能有实现的动力。
2018年 1月，刘立红的丈夫做了截
肢手术。就在丈夫截完肢的第六
天，刘立红接到了一个邀请电话，
让她去天津做励志演讲。这是一个
世界500强企业的文化演讲选拨赛，
刘立红在 1001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进入前八强。她的故事感动了太多
人，让太多人重燃起生活的热情。

由于残疾，刘立红身高只有
1.34 米，但她身上的光芒却有万
丈。对他人，她是如阳光般的引领
者，对家人，她又是温暖的小火
炉。多年来，她的家庭非常和谐有
爱，孝顺长辈、兄友弟恭。女儿更
是优秀，在工作中表现很出色。

“苍穹今日现雄鹰，折翅依然在
翱翔。雪雨风霜何所俱，凌云壮志
踏长空！新的一年，我会带动更多
人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让读书走
进每一个家庭，让‘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成为大家的生活习
惯，让社会更加美好、国家更加强
盛！”刘立红在笔记本崭新的一页写
下了未来的希冀。

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
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
尝，对事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
样。

从去年起，我开始放弃一些不必
要的应酬交往，每日足不出户，捧读
以滋养写作，随之每日坚持写一篇寓
言。这般静默如水的生活，过得颇为
酣畅自足。

这期间读得最多的是汪曾祺先生
的书。最开始是在一本名家写美食的
选本里读到他的几篇文章。初读之
下，就被那细腻纯朴、酣畅快意、欣
然于人间烟火的文字所吸引，只觉有
如流水温柔地泻过心间，霎时让思绪
化作一滴滴清新的雨露，随着那不加
铺陈与渲染的文字，洗尽了杂芜与尘
垢。

着迷后不能自拔，读完选本，又
立马找来他写美食的散文集。我平日
读书极快，然而读汪老的书时，却放
慢了阅读速度，直到能足够精细地品
味到每一段话、甚至每一个字的真
味。读到精彩处，心中会欣喜地重复
默读起来。

印象最深、最喜爱的便是他在昆
明西南联大求学时那些关于昆明美食
的散文，阅读时有岁月的韵味与清
香，又在幽默间缀满时间的温热。汪
老仿佛在那片浩瀚时空中撕开了一个
口子，让我们得以从美食中管窥那个

年代昆明以及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微
妙趣味。由于自己刚毕业不久，时常
揣着对校园的眷恋，所以，当读到汪
老笔下西南联大学生颇有诗意和韵味
的生活时，倍感欣喜与艳羡。

昆明我是去过的，还特意瞻仰过
西南联大的旧址，烟雨朦胧，徜徉其
中，别有滋味。昆明的美食，我更是
极爱，曾跟着网上的推荐尝过许多家
店铺，味道果真不同凡响。以至于虽
与昆明久违多年，但那色香味却始终
留在我的舌尖。

在书的最后，汪老提到再回昆明
时无不失望地感叹，如今昆明关于美
食的认真与细腻已大不如前。同时还
苦口婆心地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意
见，顿然让人感觉，吃已不仅是一种
味觉追求，更是用匠心去熬出来的精
神归属。

我并不想抱怨当今缭乱的信息与
娱乐带给人心的压力，只是觉得选择
越多，就越应该过一种简化自我、丰
富内心的生活。就像汪老笔下的学生
时代，虽已经过数十年的沧桑轮转，
读来却依旧芳香四溢。

不过说起美食与人生的真味，我
倒觉得借汪老文中一句话作为结尾最
为点睛：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
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
尝。对事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
样。

芳香四溢的文字芳香四溢的文字
曾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