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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故乡武冈走出去62年的游子，终
于又“回”到了故乡。

贺维周，1936年出生在武冈，1954年离开
家乡，进入武汉长江水利学校建筑专业学习，
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水利厅工作，从此与

“水”结缘。他长期担任《河南水利》杂志常务
副主编；后来又成为河南省文联委员，中国水
利版画研究会副会长。多才多艺的他，利用
职业的优势，凭着天赋和勤奋，刻苦钻研，一
辈子在“水”字上做文章。编“水”，论“水”，歌

“水”，画“水”。在史学界、文学界和美术界留
下了颇多建树。

顺风顺水，功成名就，他却得不到满足，
因为他是武冈的游子，他的心里，装着生他养
他的故乡。故乡，很远，相隔千里，故乡，很
近，时刻装在他的心里。他把装在心里的故
乡，化成七彩的画图，展示在他的笔下。武冈
乡下农家的古槽门，故乡文庙前的双银杏，双
银杏前清澈的渠水，渠水南岸的吊脚楼。古
老的渡头桥，桥上的遮挡风雨的小青瓦面，桥
两头的风火山墙。都一一变成他的画作。就
这样，他还觉得总欠缺什么，一次在家乡看到
铜鹅，猛想起武冈是铜鹅之乡呵。于是，他马
上构思，创作了《碧水欢歌》版画，这一幅作品，
不但在中国版画杂志上刊登，不久，被日本艺
术博物馆收藏。如今，时过境迁，这一幅幅饱
含对家乡深情的作品，不但成了难得的艺术珍
品，而且，都成了印证武冈历史的珍品。

将故乡画成图画，这不是他的目的，他最
终的目的，是要将这些画作作为一个远离故
乡的游子的礼物回馈故乡。

贺维周的妻子张秀英说：“维周每时每
刻、即使他久卧病榻，乃至极度衰弱时，仍然
在呼唤着故乡，呼唤着武冈的花塔、文庙、玉
带桥、法相岩；呼唤着四牌楼的许家院子、水
西门的老城墙、南门外的半边街、邓元泰的渡
头桥；中山堂黄埔军校、洞庭中学，司马冲的
武穆宫；还有那猪血丸子、血酱鸭、法新豆腐、
扶冲米花、发糕……等等。”故乡明月在，彩云
几时归？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在 2010 年 5 月 18
日，被人生的无奈击破，贺维周走了。回到故
乡，成了他再也圆不了的梦想。

他年逾古稀的妻子张秀英，决心完成丈
夫的遗愿。亲自带着丈夫的画作回到武冈故
乡展出。用他的画作传递着一个游子对家乡
的爱恋，回报家乡父老对游子的厚爱。

月是故乡明
杨运焰

在马尔代夫旅游的日子，不但享受了大自
然景色的馈赠，更意想不到的是接受了一次年
轻心态的感染。

我们和一对刚退休的夫妇住在隔壁，很快
成了朋友。每天早上，我们一块迎着橙红色的
朝阳，踏足在细碎松软的白沙滩上，看碧澄剔透
的蓝天白云、明净见底的海水深滩，还欣赏坐落
在海中的红色木排屋，然后深潜和游鱼嬉戏。

虽然团友也退休了，但比我们年轻，所以
我们调侃地称他们为小伙子小姑娘。而他们
的长相和性格真的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特别
是小伙子，一副乐呵呵的身影和笑吟吟的脸
容。他乐观幽默，兴趣广泛，时不时蹦出几句
风趣的话，令我们忍俊不禁。他不但摄影、游
玩十分投入，而且对身边的事物总是饶有兴
趣，对度假村的环境布局、房间设计、路道走
向、树木种植、大堂布置等等，问不绝口。尤其
对电器设备特别关心，每一处线路走向、设施
布点，都不断地看看、问问。我猜他肯定是搞
电器工程的。我说：“出来游玩一趟好不容易，
好好玩，彻底放松。为何还记挂这些？”他笑着
说：“习惯了！这里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机会
难得。”我问：“退休了，何苦再学？”他笑着说：

“人老了，大脑可不能老，求知欲也不能少，才
能老得慢。”

有一天大早，我还在床上，他竟敲门把我
叫醒，激动地说：“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设
计工艺……”

虽然不太懂他的技术名词，但大概知道这
是一个成本不大线路却十分合理的设计。我
不由得定神注视着他活泼得像小孩子的表情
和手势，我看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勤学好问、
热情奔放的年轻心态，不由得受到强烈感染。

是的，退休在家，时间一长，慢慢与社会工
作环境脱节，整天围着家庭的小圈子，柴米油
盐酱醋茶，锅盆碗筷桌椅凳，慢慢对小天地以
外的东西失却兴趣，对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产
生麻木，这正是很多老人慢慢感到孤独、忧郁
的原因。

有一个帖说：长寿被向往，养生被推崇，
百岁被期待。于是，电视广播，报刊网络，街
谈巷议，道听途说。高人全出，专家学者医
生禅师，讲动的、静的、吃素的、喝水的、拍手
的、泡脚的、打坐的、打拳的、戒酒的、戒烟
的，不一而足……

这些无疑都是养老的有用知识，我姑且称
为“知识型养老”，但我想，这些固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似乎还有个“情商式养老”，情商是养老
的良药。

——控制情绪、抵御诱惑。譬如，本来金

钱是为健康服务的，但偏偏有人抵御不了金钱
的魅力，健康变成为金钱服务了，老了还继续
赚钱死不脱身；或是怕“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为把钱花光而活，乱吃乱喝拼命玩奢华。不管
累死累活赶机赶车上山下海，身体受不受得
了，照样全世界跑遍。

——把握节奏、合理生活。生活定时定
量，行动有张有弛，情感会舒会收。心中有杆
秤，凡事有个度。

——融入社会、友情友盟。各种文化体
育、扶贫济困等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是培育情商
的有效办法，在琴棋书画歌舞中娱乐人生，在
生动活泼的社会活动中放怀舒情。广交新旧
朋友，旧友老同学固然不可少，年轻新朋友更
要多接触，多爱少恨、多谅少怨、多容少悔，多
笑少愁。丝丝微信接续万里友谊，浓情蜜意带
来健康润泽。

——积极向上，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是更
新大脑皮层的营养素。眼光不老盯住家庭儿
孙杂物碎事上，关注社会进步，留意科技发展，
热爱新生事物，多看看外界的日新月异，多浏
览天下的美丽河山，眼界顿时开阔，精神豁然
开朗，活力瞬间四射。

这就是“小伙子”团友留给我的思考，但愿
我们都在智商和情商的互动下度过幸福晚年。

“情商式”养老
曹南才

袁光宇 陶永煌

在全国上下开展“两学一做”活动的大潮
下，绥宁县公安局今年三季度对老干支部进
行了改选。新的老干支部组织全局离退休老
干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给“神奇绿洲”的
老年生活涂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每月的逢十日，被确定为该支部的集体
活动日。在第一天的集体活动中，支部书记
刘先腾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章、重温了入党誓
词。许多老干部深有感慨地说，自从退休以
后，就基本上没参加过集体学习了，现在组织
上又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确有一种温暖感。

《老年人》、《邵阳日报》等报刊成为大伙的
良师益友。老干部们每到集体活动日的第一件
事就是打听新一期《老年人》杂志和前些期的

《邵阳日报》到了没有，当拿到新报刊后，大家都
如饥似渴地饱览每一篇精美新闻或美文，有时
还把精彩段落抄录下来，一起共同交流。

八十高龄的于汉龙、肖见旭精神抖擞，除

了天降大雨，几乎每天都活跃在门球场上。
他俩不仅自己参战，还负责对新队员进行耐
心指导，言传身教。

垂钓成了大家的另一大乐趣。全局 50
多名老干部中就有 24 人争着参加钓鱼活
动。老手带新手，他们买来钓具，学习怎样挂
饵，怎样定浮漂，怎样抛竿。

象棋、麻将、字牌也是部分老干部的爱好。
每当集体活动结束，他们各取所长，各显其能。

为展现老年人风采，年近七旬的谢余斌把
爱好吹、拉、弹、唱的老年朋友组织起来，成立了
一个夕阳红歌舞演出队。他们自筹资金，买来
乐器、灯光、音响、调音器和演出服装，坚持定期
定点免费演出，受到广大居民赞誉。

在绥宁县公安局老干支部，乐善好施、助
人为乐成为风尚。老干活动室里开辟有“好
人好事”专栏，修路填坑、扶老携幼、乘车遇见
有难相帮、银行取款时营业员多付款而主动
退还、资助贫困孩子、照顾孤寡老人……各种
好人好事，彰显着老公安民警的爱民本色。

绿洲晚霞格外红

年逾四旬，标志着我正式退出青年行列，
但家里依然有位欢蹦乱跳的“老青年”。不过
不是我，而是年过七旬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酷爱文艺，这种爱好通过遗
传深深影响了我。母亲退休那年，我正式参
加工作，很快成为单位的文艺骨干。母亲退
休不退志，经常踊跃参加我们的文艺活动。每
回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表现得比年轻人还要积
极抢眼。一次青年作家聚会，母亲绕有兴致
地听我们座谈，一位老师当众开起母亲的玩
笑：“在座的全是青年作家，请问您老怎么称
呼？”母亲乐呵呵地回答：“我也属于青年，是
老青年。”一席话，将大伙逗笑。

为让自己70岁的身体跟上30岁的心脏，
母亲不忘为自己“充电”。她改换了智能手

机，注册了QQ，添加了亲朋好友的微信，还
建起家庭微信群。逢年过节，用一个个大红
包，美死一票儿孙。父亲去世后，儿孙们轮流
邀她过周末，每此时，母亲会带上羽毛球拍，
不时约我们兄妹仨给她当陪练。和她打羽毛
球，节奏比一般人慢。与其说是当她的“陪
练”，还不如说她在找理由陪我们锻练。母亲
是通过特殊方式，强迫我们从长时间的“低头
族”中解脱出来，让身心劳逸结合，远离疾病。

母亲不光喜欢和年轻人娱乐，还用一种年轻
的心态，参与我们的各种沙龙。70岁生日那天，不少
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用不同方式向“老青年”表示
祝贺。母亲幽默地回答：“感谢你们这些70后，我
今年也正式加入‘70后’，咱们有共同语言了。”

家有“老青年”，老少俱欢颜。

家有“老青年”
蒋 平 记得程颐说过：“外物之味，久则可烦；

读书之味，愈久愈深。”书读得越多，也是我
退休后体会到的其精妙之处。

读书之乐，与打球、游泳不同，是一种
“静趣”、一种“心趣”。晚上家人睡下，一个
人静静地坐在灯下，书便成了最好的老
友。他絮絮叨叨地扯出许多新鲜事，也让
人悟出许多道理，于是看不上几页，我就忘
了自己，飘飘然进入了书中世界。

有的书像风尘仆仆的流浪汉，又像走
南闯北的旅行家，肚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
的风士人情和天涯海角美丽诱人的风光。
他磁石般地吸引着我，在我眼前展示了姿
态万千的大千世界，使我感到世界也仿佛
缩小了许多。

书又像一位博古通今的老人，将我带
进硝烟纷飞的战场，带进戒备森严的宫殿，
带进茅屋低小的农舍。听到了原子弹的轰
鸣，听到了玄武门刀剑碰击，听到了南昌城
划破夜空的枪声，听到了天安门前国歌的
奏响……我懂得了美和丑，懂得了好和坏，
懂得了正义与邪恶，也懂得了这句话：忘记
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年轻时就喜欢看书。时常因为看书
入了迷，饭也不吃，半夜了还在煤油灯下夜
战。记得母亲总是半嗔半怪地说：快睡觉
吧！都什么时候了，明天干活能有精神
吗？我总是不耐烦地回说：您睡吧，别管我
了！我同书中的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为
他喜，为他悲。主人公的命运，总是牵动着
我的心肠。

书是我的老友，也是我的好老师。从
书中，我获得了很多宝贵知识。我爱读书
也爱买书。买书的乐趣就在于寻找和发
现，面对着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书籍，光那
五颜六色的封面就足以令人心醉神迷了。
一头扎进书堆中，一本本地寻找自己的意
中书，那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那份快乐，
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有人说过，读书人要有三个万卷：读遍
万卷书，胸有万卷书，家藏万卷书。能实现
这个目标，那将是我晚年最大乐趣。

书乐晚年
柳 相

小叔子打来电话，叫我们去深圳他家
过年，嘱咐我们办好港澳通行证，年后带我
们去玩。到照像馆照了像，拿来一看，心里
仿佛掠过一只惊鸟，充满了无限的惆怅。

流年暗转，岁月不饶人。爱人看着自
己的相片，不认识似地反复呢喃，这是我
吗？怎么突然就这样老了？刀刻般皱纹，
两鬓染霜，皮肤松弛，再也不似当年的青春
四射，光滑柔嫩。

刚参加工作时，白里透红的脸蛋，凹凸
有致的身材，加上文静的外表，不时有大人
们上门来提亲。如今，看着照片中自己的
模样，哪里还有当年的影子？老了呀，万转
千回，那些青苔一样的幽幽记忆，都远去
了，远去了……

时光总是匆匆，柳绿了又黄，草枯了又
青。走过童稚，走过天真，走过清纯，转眼就
老了。都说人老了，就会往回收，慢慢的，收
到最初的起点，把经历的事都吸了，最后浓
缩成了一把苍绿。夜深忽梦少年事，常常喜
欢回忆那些绿瘦红肥的往事——那明媚的
哀伤，那凄美的忧郁，那骚动的渴望，都是纯
真岁月才有的。时光似剑，岁月如刀侵噬着
美好年华，一切都烟云逝去了。

人老了，却拥有一颗素素的闲心，越来
越喜欢安静清幽的活着，安静的看书，安静
的写文，安静的听音乐。与人交往也不再
锋芒毕露了，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你
来，我珍惜，你走，我也不勉强。世间的情
分，本就没人可把握。就像当年那四射青
春，再怎么美好，如今都变得寒瘦，我只珍
惜今天的好。

我希望自己能很优雅的老去。人老了，
就像买来的小干花，不华丽，不饱满，安静得
有些寂寞，小小的，不与人争，但骨感却是铮
铮的。空闲时，翻翻闲书，写写文字，听听戏，
买一些花草，不经意的种着；做几个精致的
小菜，钝一锅浓浓的排骨汤，焖一些香喷喷
的米饭，我愿珍惜时光赠予我的人间烟火。
在向晚的黄昏里散步，在夕阳下看风景，与
时间，与陪伴自己一生的爱人，共老！

初老来袭
刘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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