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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种上自己喜爱的花木。茶余饭后，

徜徉花木之间，那闲适恬淡之情，如品香茗，如饮

醇酒，或者搬弄花盆，换上施肥，劳动筋骨，满头

大汗，别人看是辛苦，在我看来，却是乐趣无穷。

回到乡下，偌大的祖屋院落空旷寂寥。于

是，我便在墙角整出一块地来，种上月季、芍药、

美人蕉等等，一到夏季，这些花相继而开，或红或

白或粉，煞是好看。

祖屋的院中央，有个大水缸，本是储水防火

用的，现在村里安上了自来水，大水缸的功能已

经失效。我就在里面种上荷花，每当烈日炎炎，

缸中如伞盖的莲叶亭亭玉立，次第开放的莲花粉

红如霞，轻轻的风掠过，阵阵的莲香弥漫院中，那

燠热暑意，全被它驱走散了。

种花对我这个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来说，并

不是打小就喜欢。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家连饭都

吃不饱，哪还有闲情逸致去侍弄那些花花草草？

也只是后来，在单位里看见那些人工种植的花花

草草甚是好看，便渐渐地喜欢上这些花草。退休

了，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多了，祖屋四周的空间

也大，所以每天搬花盆，换土，浇水，施肥，忙得不

亦乐乎。

每当有客人称赞花美花旺时，我总是微微地

笑着。住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比住在城市高楼

大厦里，强多少倍？

给这些花草修枝剪叶，是我每天必须做的事

情。可光懂这些还不行，有些事，我还不得不回

原单位，问那种花的师傅，诸如什么花喜阴喜

阳？什么花喜干喜湿？什么花什么时候施肥最

好？问清后，回来照着师傅教的，进行安排。腊

梅最爱太阳了，越晒，花开得越浓烈鲜艳；杜鹃根

细，千万别缺水；茶花娇贵，半阴半阳，一经摆下，

位置方向切切不可移动……

种花是付出，赏花是享受，每当清风明月之

夜，庭院之中，聚三五好友，于摇曳花影之下，举

杯邀月，或是莲花缸前，摆下扬琴，四散围坐二

胡、竹箫、提琴，清幽的荷香伴随清澈的月光携着

轻快灵动的弦诗飘洒向左邻右舍。此时花醉了，

人也醉了。

庭院里，一年四季花香不断，不仅打发了日

子，也陶冶了性情，更丰富了晚年的生活！

种花养性
王征余

许多人没有退休的时候，生活过得很

充实，虽然比较忙碌，但心理却会有一种

满足感乃至愉悦感。因为忙中有乐。然

而有的人一到了退休，便似乎找不到真正

的自我、找不到人生的乐趣一般，觉得日

子挺无趣。这是何故？其实，这就是因为

他们不善于给自己找乐子。

退休后，绝大多数人都是一大把年纪

了，无论是精力还是干劲，都无法与年轻人

相比，尽管如此，老年人亦有自己独特的乐

趣，只要你试着去寻找，你就一定能够找到，

而且很可能你立刻就会乐在其中。笔者隔

壁住着一位近八十高龄的退休老教师，他

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我有时觉得挺纳

闷的：他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平常也没有看

到他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咋心情会这么好

呢？比我是好多了，每次看到他，他都是一

脸的慈祥，而且面带微笑，全然没有一点因

为年纪大而表现出来的疲惫与烦恼。我挺

感好奇，于是打听了一下，原来呀，这位老邻

居，比较喜欢搞写作，尽管一大把年纪了，但

他却始终没有停止手中的笔，还在笔耕不

辍呢！经常给一些报刊写评论，偶尔还有

慕名前来的年轻写手或者文学爱好者上门

来看他呢！有时，他还会就一些热门的话

题与一些网友进行讨论，他还在网上弄了

一个博客，将自己的心血之作几乎都搬了

上去，你还别说，他的博客点击量居然达到

了 2 万，看来，喜欢他文字的朋友还真不

少。除了捣鼓写作，整弄博客，老邻居还特

别喜欢散步，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他

在公园或者其它的地方散步。他不打麻

将，不打门球，不听音乐，但他的日子过得其

实也挺快乐的。我真为他高兴。

老年人退休了也要学会找乐子。如果

还想干点事业，也是完全可以的，只要还有那

份心思，那还犹豫什么，大胆去干吧。倘若不

想再在事业上有什么追求，只想安心地享度

晚年，那就好好享受吧，当然那也得找到自己

的乐趣所在，比如，你喜欢下围棋，不如干脆

加入到某个围棋俱乐部，与一帮棋友互相交

流，乐在其中。只要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你就能够过很开心。

老来要会“乐”
陈华娟

父亲是 75 岁高龄的老人，一日三餐粗

茶淡饭。老人耳不聋，眼不花，面色红润，

话音洪亮，步态稳健，康健的父亲，让我们

做儿女的感到欣慰。

可自年初以来，老人不停地诉求，要晚

辈们陪说话聊天。用他的话说，现在生活

不愁，内心却感孤独，需亲人说话解闷，你

们做儿女的等活到我这般年龄，方能体会

到人老的困郁。

母亲 30 年前的去世，生活重担落在父

亲一人身上，他亲手把我和姐姐拉扯大，供

养念大学、工作、买房、成家，一生没少受

累。父亲身为教师职业，曾经每月几十元

工资，勉强维持开支。艰难岁月让我们传

承了父亲节俭的家风。

如今父亲老了，退休10多年来，一直与

熟悉的退休老人们跑步、垂钓、打牌娱乐，

或在家看书、看电视、养花弄草，生活虽单

调，但还算充实。时间一久，难免会心生厌

倦。去冬蜗居的父亲到开春，不愿移步户

外，整天呆在家，只行单影。

安详晚年的老人，会被一种莫名的孤独

包围，这是时下老年人的一种生活通状。对父

亲的要求，多亏我爱人上班的医院离家距离

不远，况且她工作性质是白天晚上倒班，白天

休息时，除了做家务，又能陪父亲聊天。

这似乎满足不了父亲期许，如果我和

爱人白天都上班，家中只剩父亲一人，好几

次给我打电话，说血压升高、心慌气闷等。

一到家，父亲问我工作，我说手头活还没忙

完。父亲笑着，干公家事不能出错，我说，

你身子不舒服，咱们去医院检查，老人摆摆

手，不用，我就是想让你陪说话。

人老像小孩，需要照顾，喜欢依性子，父亲

用此举折腾过我和姐姐家里每一个人。时间

久了，所有人都无奈，又没办法。这天，我突然

想起时下流行的微信聊天，就在父亲的老人机

里安装了微信，添加老人、交友，同城等聊天

群。父亲说，不认识的人聊天没意思，我和爱人

说，开始不认识聊得时间长了就认识，慢慢尝试

一下新事物，说不定你会变得年轻。

两个礼拜下来，父亲摆弄着他的微信。

我问，手机聊天如何，父亲说，有好多信友想

约我打牌，人不在身边怎么玩，我和爱人都笑

了，立即下载棋牌娱乐游戏，并给父亲示范，

他说，这么简单啊，我说，聊天累了，与信友一

起打牌，玩累了，听听歌，看看书，岂不快哉。

从此，父亲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离不开

微信聊天，很少缠着家人陪聊。有时我和爱

人下班回家，或是姐姐家人来看望，老人还专

门给大家分享聊天、娱乐心得，看着父亲乐呵

呵的笑脸，别提做晚辈的心里有多高兴。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养活老人须

孝，孝敬老人每件事或大或小，物质上满足

老人是一种孝，陪老人聊天使其精神愉悦

也是一种孝，让老人身心无忧度过晚年，是

天下每个晚辈必做的孝道。

陪老人聊天也是一种孝
宋伯航

举世闻名的杜甫草堂，坐落在成都天府广

场附近的浣花溪畔，占地面积 300 多亩。正门

匾额“杜甫草堂”四字，是清朝雍正皇帝之弟果

亲王所书。

从正门到后园假山，一连四重殿宇，分别为

大廨、诗史堂、工部祠、陈列馆以及茅屋故居。其

中古道中伸，回廊左右，楼阁对称，亭台高下。所

有建筑一色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建筑物周围，

林木苍苍，流水潺潺，全是当年草堂所具有的田

园风味。

诗史堂是纪念祠宇的中心建筑，因为杜甫传

世的 1400 多首诗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

盛到衰的历史，素有“以诗为证，以诗补史”的说

法，故被誉为“诗史”，建筑由此得名。

出诗史堂，看到一条小溪穿插在建筑群之

间，一座小石桥横跨溪上。过小桥和水槛，柴门

迎面而开。杜甫诗中有“新潻水槛供垂钓”、“柴

门不正逐江开”的描写。

过柴门，就是纪念建筑的最后一个庭院。只

见三幢建筑呈“品”字排列。工部祠居中，前两幢

西为恰受航轩，东为水竹居。水竹居内，一个个

玻璃柜陈列着970部自宋以来的杜甫诗版本和手

抄本。还有 15种外文版本。这是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杜甫诗库。

工部祠是供奉杜甫塑像的飨殿，因为杜甫曾

被唐朝廷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人称“杜工

部”，所以作如此命名。我久久凝思着殿堂正中

的杜甫全身塑像。那单薄羸弱的身姿，概括了杜

甫一生饱经忧患，贫病交困的不幸经历；那左手

背后，右手捋须，嘴唇微张的神态，似乎在吟哦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从诗中我感受到杜甫博大的胸怀和顽强的

斗志。

我倘佯在草堂之中，怀着崇敬的心情，轻轻

地抚摸着一通通石碑，仔细辨认碑文上的一字一

句，不断地思索着。猛抬头，只见两侧柱上一幅

出自朱德之手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

秋。”写得多好啊，不正是对我思索的回答吗！

游杜甫草堂
唐文富

我是一个有事没事总爱浏览报纸的

人，以此给大脑补充一点精神食粮，近十

几年中，终日以报为友，遇到征文旋即动

笔，喜迎报中福气，个中乐趣自不待言。

这种爱好源自 1998年冬的一天，我

偶尔发现《邵阳日报》一版辟有“我看改

革开放二十年”征文专栏，那久不安分的

心在萌动：虽然此前我也在多种业务报

刊上发表了教学札记、体会数十篇，但从

不敢涉足省市报。而这次，我确实有点

按捺不住了，麻起胆子写出《校园车队》

一文，半个月后，该文发表了，几乎让我

手舞足蹈。从此，关注报情成了我的必

需课，但凡邵阳日报、邵阳晚报有征文启

事，我都要斗胆一试。

2004年和 2014年，邵阳日报为庆祝

创刊 20 周年与 30 周年，分别举办了《我

与邵阳日报》、《在一起走过的日子》的征

文，我发表了《她，让我变成一枝花》和

《挥之不去的记忆》的拙作；2006 年和

2010年，中国移动和电信邵阳分公司分

别举办了《移动在我心中》、《天翼 3G 手

机杯》有奖征文，我写出《移动有情绽笑

靥》、《大雅之堂里的尴尬》，得以在日报

发表和获奖；2015 年 7 月，在日报《悦读

改变人生》征文中，发表《沙里淘金亦悠

然》等，十几年来，我在邵阳日报、晚报发

表征文数十篇……

2015年8月27日和28日的日报上刊

登了134道邵阳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健康

知识大赛试题，我立即搜集报纸，发动全

家及亲戚参与答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

从书本、电脑、报杂上查找创卫知识，仔细

认真，力求题题准确无误。后来两个儿媳

和一个孙子均获得了二等奖，还有一个外

甥女获得了三等奖，我代表家人去邵阳领

回了3500元奖金，《邵阳晚报》还报道了

此事，让我实实在在地风光了一回。

人生是一种态度；生活是一种情致。

闲暇浏览阅读报纸，关注报情信息，多一

点文化知识的滋养，意趣浓郁，受益匪浅，

真是平凡人生多风味，平淡生活有声色。

览报情，意趣浓
萧安轩

美国风俗画画家“摩西奶奶”，从古稀

之年开始自学画画，共创作1000多幅画作，

被当做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杰出代表，

“任何人都可以作画”，摩西奶奶这样说过，

“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作画。”“做你喜欢做

的事，勤奋就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

哪怕你现在已经 80 岁了”。摩西奶奶的故

事告诉我们：只要你去追求心中的梦想，不

管年龄多大，开始得多晚，都会给你带来不

一样的丰盈人生。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唐代诗人

刘禹锡曾在《酬乐天咏志见示》中写道：“莫

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意思是说，不要说日

暮时分已晚，撒出的晚霞仍映红了整个天空。

人生也是如此。唐代诗人李商隐曾说：“夕阳无

限好，只是近黄昏。”慨叹时光已逝。近人吴兆

江反其意而说：“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

黄昏。”作家朱自清曾特意将这两句诗抄写下

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以此自策。

可以拿来例证的名人数不胜数。画家

齐白石年轻时做过木匠，后来学画，中年以

后“衰年变法”，“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

门始变更”，“十载关门”终于成就一代国画

名家。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屡次考科举不

中，便在家乡路口设茶食，在供路人享用的

同时，也记录下各种奇闻轶事，经艺术加工

后创作成小说，写就《聊斋志异》，他曾写过

一副对联：“苦心人天不负破釜沉舟百二秦

关终属楚，有志者事竟成卧薪尝胆三千越

甲可吞吴。”以此激励自己……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周春晟

夕阳正红 侯建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