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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秋之交，犬子被派到海南省工
作。不久，我们老俩口在孩子的安排下也来
到了海南。

云卷云舒，转眼，300多个日夜过去，归期
渐近，回首闲居在海南这段时光，特别是在五
指山长住的那段日子，并不是“神马都是浮
云”，有的片段还是可以点赞“围观”一下的。

一个外地人，一个既听不懂又更不会说海
南话的外地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会有故
事吗？记得，那是刚到五指山，我和老伴去逛农
贸市场，我们一“开腔”，那些个小老板们就用

“海南普通话”对我们说，你们是“大陆人”吧。
好一个“大陆人”的称谓，一下就揭开了一个外
地人在海南，在五指山生活的序幕。在这里，我
们用“湖南普通话”与当地人的“海南普通话”无
障碍地交流着。老伴还从从与当地纯朴的大
娘大嫂们，热心的社区大妈们，能干的小区大
姐们的愉快交流中，知道了这里的甘蔗论根
买，可以烤着吃；椰子论个卖，且不分大小；木
瓜能凉拌，西瓜蘸盐吃，有的水果抹上辣椒更
好吃等一系列海岛生活小常识。

在五指山图书馆，一张《湖南日报》牵线搭
桥，我认识了一位热心的邵阳老乡。他在海南
建省之初就来到五指山，近30年的打拼，他已
小有成就，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海南人”。
在他的热心联络下，我们又结识了一些湖南老
乡。这些老乡们把湖南人那种“吃得苦，霸得
蛮，耐得烦”的精、气、神带到海南，勉励自己，顽
强拼博，坚持不抛弃不放弃。他们已完全融入
到海南这个新的家乡，海南也以大海般的胸怀
容纳了他们，让我的这些湖南老乡在海南，有了
显身手，充英豪的崭新天地。

多少年来，文人骚客们写了无数篇不朽
的诗词歌赋来赞美海南，赞美五指山。海南，
五指山，是天然的美丽花园，是万物自由生长
的神奇沃土。是没有被污染的“世外桃源”！
正如那首歌赞美的：“这里四季春常在，三月
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八月来了花正
香，十月来了花不败”。这就是海南！特别是
五指山独特的海洋气候与山区地理环境，就
更是让人赏心悦目。在圣河湾散步，在步行
街流连，在“三月三”广场晨练，每天映入眼帘
的不是树木葱笼，就是鲜花斗艳。如果不是
刻意造型，这里的花草树木，根本不需要去养
护。海南，特别是五指山的土壤也神奇，似乎你

随手丢弃的果核、种子，要不了多久，那嫩芽就
从地里冒出来了，然后，就有了壮实的茎，就成
了树，就挂了果。要不在海南，在五指山连城区
人行道两旁那遮天盖地的绿荫，怎么会是以各
种野生水果树为主呢？老伴闲来无事，在阳台
随手倒腾了一个花盆，不想没几天，花盆里竟钻
出嫩嫩的芽，那青翠欲滴的富贵竹蹭蹭地往上
长，一天一个样，真招人喜爱。

在海南，在五指山，菠萝蜜、木瓜、芒果、
香蕉、杨桃等各种野生水果树到处都是。这
些树，乡村有，城市也有。这些树，在乡村山
沟中长，在大街小巷里也长，这些树，无论是
城市还农村，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土，它们就能
按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生着长着，该开花
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收获季节挂满枝头
的果实更是垂手可摘，看得我这个“大陆人”
目瞪口呆。更令人叫绝的是，看到我一幅“傻
模样”，当地人还会好心地提醒我，这些野生
水果没有打药，你想摘就摘吧，好吃得狠。

我和儿子都是吃货，更是食肉动物。没
来海南前，我们那里对肉类的传闻让人生
疑。老伴进商场如同进战场，恨不得那双眼
睛就是万能的肉品透视仪，能一眼对各种肉
类看出个子丑寅卯来，不但在买时格外谨慎，
对吃就更是严格把关。在海南，特别是在五
指山，就不一样了，没有污染的环境，独特的
地理条件，纯天然的放养，让五指山的食材成
了我们舌尖上的快乐。五指山独有的黎家五
脚猪，南圣镇不回家的牛，水满乡会飞的鸭和
会上树的鸡，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在五指山
去菜场，逛超市，跑农贸市场成了老伴每天很
有乐趣的事。老伴放心采购，我们则大快朵
颐，真过瘾啊！海南真让我羡慕，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更让我眼馋！由此，在我看来，平凡的
生活，只要没有过分的奢望，寻找幸福从菜场
出发，恰巧是一种蛮不错的选择。

静静地伫在阳台，细细地思索着，回味
着，眺望着，远处云遮雾绕的山峰，楼下穿城
而过的河流，五指山的青翠和娇美尽收眼底，
似乎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春天的故事”的画
卷。看着，想着，忽然，那首《我爱五指山，我
爱万泉河》高亢雄浑的旋律仿佛又从天际飘
了过来，萦绕在我的心里，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轻轻地，轻轻地唱了
起来……

闲居海南小叙
王宪庆

9月21日，记者来到市老年大学，音乐班
内歌声飞扬，书法班里老人们正在聚精会神
练习楷书，舞蹈班内学员们翩翩起舞……处
处洋溢着欢歌笑语，退休老人们尽情徜徉在
知识的海洋，享受着学习带来的快乐。记者
随机采访了三名爱好写作的老者，分享他们
活到老学到老的喜和乐。

周乐坤老人，2010年就参加了阅读和写作
班，今年他打算写一本《夕阳红》的书，做一份特
殊的礼物献给老年大学三十周年庆典。“我们老
年大学从三十年前的一个班40多个人，到现在
67个班三千多名学员，受到广大退休老人的欢
迎。”周老告诉记者，老年大学对老年人修身养
性，发挥自己一技之长，提供了最佳场所。“我们
班的魏正中大姐，80多岁了，连续出了两本书
送给大家。还有翁世安老先生写的《苦力》也很
好。”周老感慨，正是在这些优秀同学的感召下，

和老师们的精心教育下，他不仅文学水平有了
较大提高，还下定决心准备创作。

谈起上老年大学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曾
沂之老人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自己患有
三种癌症还经历了一次髋骨骨折，但身体的
病痛并未让他对知识的追求。通过在老年大
学阅读与写作班的学习，他不仅学到了宝贵
的知识，更结交了不少挚友。

张竹青老人是一名诗词爱好者，她感言
在来到老年大学前，就对古诗词很感兴趣，但
从未写过，真是“爱好由来下笔难”。加入诗
联班后，老师的示范诗及讲解，同学的习作，
让她受益匪浅。后来她基本能完成作业，有
些字句还得到老师赞赏，更坚定了她写诗的
信心。“每当想妥一个字，一句诗，欣喜之情油然
而生。”张老告诉记者，生命的美永远是展现在
进取当中，老年人也不例外。

活到老学到老
童中涵

天气晴好的日子，在市区城南公园
正门的前坪处，总能看到正在认真练习
抖空竹的张中清。从最初接触空竹至
今的三年时间里，张中清一直将抖空竹
作为日常的锻炼方式，还将空竹抖向了
国外。

张中清今年 69 岁，是市电信分公
司的退休员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
公园散步时看到了抖空竹表演，就喜欢
上了这项运动。“运动时需要动用全身，
而且要全身贯注。”于是，张中清开始向
公园里的老师们请教，学习抖空竹的技
巧。将空竹放置在绳子上，通过抖、拉、
甩、挑、抛等手法，完成捞月等动作。

练习空竹后，张中清的业余生活也
丰富了起来。每天清晨，张中清便和老
伴一起来到城南公园，老伴在公园里跳
广场舞，他便开心地抖着空竹，和好友
们切磋技艺，聊聊家常。“比起打牌、打
麻将等活动，抖空竹更加健康，身体比
以前好多了，生活也更充实了。”

张中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便生活
在美国，每年张中清都会在美国呆上半
年时间。于是，就算到了美国，张中清
也会带上自己的空竹。张中清说，每次
自己在公园里练习抖空竹时，都会引来
外国人的围观。“他们很多人都没见过
这个东西，觉得很新鲜。”因为国外友人
的关注，张中清每次表演时都格外认
真，还会偶尔教他们抖空竹。“能够将中
国的传统技艺带到国外，让他们见识下
我们的表演，觉得很荣幸。”

空竹抖出
快乐人生

宁如娟

父亲退休后，从忙碌的工作状态一下过
渡到清闲的慢生活，刚开始，父亲很有些不
适应。后来，在一帮老年朋友的劝说下，买
了一把二胡，开始了吹拉弹唱的生活。

老孙是父亲单位的老同事，两人关系一
直很好。只不过前几年老孙因病，提前退了
休，每天坚持拉二胡，让他以往孱弱的身子
骨渐渐硬朗起来。现瞧见父亲也来学二胡，
老孙就自告奋勇当起了父亲的老师。调弦、
定调、拉弓、指法，老孙手把手地教。音准、
音色、五线谱，老孙也不厌其烦地逐一讲
解。由于教得规范，讲得到位，一下勾起了
父亲学二胡的浓厚兴趣。

刚学的时候，由于父亲音乐底子薄，加
之年岁大了，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也比较差，
因而，学起二胡来，显得特别吃力。亏得老
孙脾气好，从不会对父亲吹胡子瞪眼睛的。
在这样亲切宽松的学习环境下，父亲也知耻
而后勇，一遍拉不对，他就两遍、三遍地拉，
直到像模像样了，才停下手中的弓弦，抹抹
头上的汗珠，乐呵呵地对老孙说：“老孙，晚
上到我家喝两口去！”

学到第六个月，用老孙的话说，父亲已
经出师了。我们全家人都很吃惊，老孙见我
们不信，似乎有些生气：“我跟老刘什么关

系，用得着我去拍他的马屁吗？”受了老孙的
夸奖，父亲也有些诧异，一再受宠若惊似地
只朝老孙连连拱手。

也别说，自受到老孙的点赞之后，父亲
拉二胡的兴致欲加高涨起来。只要一有空
闲，公园、草坪、小区、长亭，都能见到父亲忘
情地拉二胡的身影。那悠扬的旋律，常常引
得路人驻足侧听，一首曲子拉下来，时常会
赢来一阵叫好之声。一次，小区的一个老哥
在听罢父亲的二胡演奏之后，打趣地向父亲
提意，让他到《我要上春晚》上去露露脸。不
想，父亲听后，哈哈一笑：“自娱自乐还可以，
要是班门弄斧，那就自不量力喽。”

父亲每天依然优哉游哉地拉着二胡。又
过了半年，一天晚上，父亲请老孙到家里吃饭，
酒过三巡，老孙要父亲演奏一曲。父亲也不客
气，拿来二胡，调好音弦，拉起了《二泉映月》。
如泣如诉的旋律，雄浑清越的曲调，阴阳顿挫
的音韵，让人如醉如痴。听着听着，老孙突然
带头鼓起掌来，一曲奏完，大家齐声称赞。老
孙回家的那一刻，还不忘拍着父亲的肩头说：

“老刘，你的二胡水平，已经超过我了。”
如今，父亲的二胡技艺日益成熟，他每天

都陶醉在音乐的海洋里，不仅退休生活过得有
滋有味，多年的肩周炎顽疾也荡然而飞。

父亲学二胡
刘小兵

老伴退休后，去逛逛旧书市淘淘便宜书对老伴来说是一件
最惬意不过的事。这条由旧书市形成的一条街虽然不足五百
米，但这里却弥漫着一股喧嚣都市缺少的静谧；这里虽然也有
车流行人，但却感染不了淘书者的淘书乐趣。路灯下，一家家
书摊安然有序紧挨排列。书摊极其简陋，一张大塑料布铺展在
地，四个边角用小砖压住，旧书就一本本陈列在上面。有的摊
主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斗地主”，也有的正安静地看书。

兴许像老伴这般爱书却又买不起书的穷“书生”很多，这旧
书一条街人气很旺盛，除了雨雪天，晚上总是人来人往，虽没有
新华书店里的摩肩接踵，但也有小农贸市场般的热闹。书铺在
地上，路灯并不明亮，必须借着路旁店堂射出来的亮光才勉强
能够看清字样。因此，淘书者大都蹲在书摊前一本本翻拣，好
不容易淘到两本书欲起立时，才发觉腿脚已酸胀麻木了。老伴
经常来此书街翻拣寻觅所喜爱的散文、小说等书籍。这类新
书，在书报亭一般都在十元以上一本，在这书摊一至二元可买
到，如果来勤些，还能买到隔月出的期刊，九成新，拿在手里简
直替买新书的人叹息：这么贵，这么新，怎么不多看看就贱卖

了！当然这也许是老伴庸人自扰了：谁像我这般死心塌地穷爱
书样？

我家楼角马路边，有家废品收购站，老伴退休以前到单位
下班经过该站时，总会看到磅秤旁边有一堆旧书，好奇之下去
翻看，居然翻出一些古书旧杂志，大都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期
刊，有的还是创刊号！老伴问老板这旧书怎么卖，也许老板
第一次遇上来收购站买旧书的，不好意思开价，就说“五角钱
一本，随便挑吧”。这些低廉的价格令老伴欣喜若狂，一头栽
进书堆来了个底朝天翻拣挑选。走的时候，10元钱竟买了一
大摞书，整个人像中了彩票头奖似的乐滋滋笑眯眯。从此以
后，这个废品收购站也成了老伴逛旧书街后又一淘书场所，久
而久之，竟和老板混熟了，遇到卖旧书杂志的，他都会选拣在一
边，好让我不费力气就能淘到便宜书。每次回家，我见老伴抱
着一大摞书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但在我嬉皮笑脸的谄媚声中，
大都是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多云转晴。老伴乐了，我也乐
了。我乐了，是因为老伴不爱牌桌爱书桌，爬格子赚稿费；老
伴乐了，是因为自己又有了数日的可口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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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不弃 易江波摄

9 月 21
日，市老年大
学书法班初
级楷书班上
其乐融融，学
员们正在听
老师讲解楷
书写作要领。

童中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