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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写作，更热爱生活
盐城路社区崇德读书会“以文会友 以文养老”,学生人数达到40人

故乡啊，您美了!

□任军涛

我离开故乡六十多年了，很想回去看
看。我内心深处始终怀念那里的一草一木，
怀念故乡的父老乡亲，想回去看看我儿时
成长的地方，那条小河，还有那面坡……
2018年暑假，我和二哥二嫂搭伴，由二
哥的儿子凌博开着车一路向南，朝着故乡
江苏沛县奔去。汽车抵达村庄时，完全是一
幅陌生的景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充满现
代化的美丽村庄，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水泥
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幢幢盖得新颖别致
的二层小楼替代了泥土垒砌的茅草房，房
屋和公路两旁栽种的月季花、栀子花，五颜
六色开满了村庄。我做梦都想不到故乡竟
然变得如此美丽。变了！变了！我的故乡变
了！我激动不已。
大哥的儿子刚刚老远跑着迎接我们，
他引着我们来到他家。四四方方铺着水泥
地的大院子干净整洁，左边是自来水，再也
不用到井台上挑水吃了。院子里的枣树，枝
繁叶茂，青枣挂满了枝头，墙角边栽种的各
种花草姹紫嫣红。走进屋里，客厅里52英寸
的彩电、红花白底的沙发，房顶明亮耀眼的
大吸顶灯。二楼卧室，精心铺垫的原木地板、
宽大的席梦思床、时尚不花哨的淡黄色窗
帘、冷暖两用的空调，看得我直入神。想起小
时候的卧室，不管白天晚上都是黑乎乎的，
没有光亮。木头格子的窗棂子，冬天糊上纸
挡风。一床棉被母亲、我和弟弟共同盖着，你
拽我也拽,不是这个露着脊梁，就是那个露
着腿。我不由得啧啧称赞，真是天壤之别！
楼下的厨房，冰箱、微波炉，各种电器齐
全。想起小时候的厨房不叫厨房，叫锅屋。锅
屋的炉灶上没有烟囱，做饭烧草和庄稼杆。
烟缭绕在屋里，把人呛得两眼泪汪汪。现在

的厨房用燃气，干净整洁。我惊叹道：“刚刚，
你比我们富有啊！两百多平米的二层小
楼，自给自足的新鲜粮食，令人羡慕！再
也不是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年
代了。”刚刚说：“姑姑，现在种地都是机
械化，轻松种地不是梦。我家种的粮食
一年收成的三年吃不了。国家现在不收
农业税。不收农业税从古到今没有的
事，现在的政府做到了。”
我的故乡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农

民们办起了旅游业，办起了农家乐，做着微
山湖的鲤鱼，大闸蟹、松花蛋、鸭蛋的生意，
招引全国的游客，生意红红火火。旅游业的
蓬勃发展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民的日子
蒸蒸日上。故乡，您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好政
策下，变得美丽了！我们开心啊！愿我的故乡
越来越美，愿农民们越来越富！

我所遇到的海外奇景

□季素珍

人到老年有条件到世界各地旅游是一
大快事。到的地方多了，兴致越来越高，恨不
能尽览天下奇景。现在回忆起来有三大奇
景，让我叹为观止，激动不已！
2018年夏季，在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奥
罗拉市。中午时分，炎热的阳光照射在绿油
油的草坪上，照射在造型各异的房屋上，照
射在笔直高大的树木上。我戴上了太阳帽、
防晒手套，全副武装地迈出了家门。干爽的
夏季风徐徐吹来，清新并带有青草味的空
气扑鼻而来。我一个人迈着轻盈的脚步，哼
着草原歌曲，美滋滋地边走边欣赏，心里悠
闲自得。就在此时，天空突然暗了下来，阵阵
微风在没有遮挡的大地上缓缓吹来。与此
同时，我看到一股小型的龙卷风正由远而
近地向我旋来。这股龙卷风尽管不大，却伫

立在天地间，有足够的高度和密度，并迅速
地旋过了草坪，旋过了马路，旋到了距我有
百米左右距离的地方，足使我感到了紧张，
甚至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
在加拿大一个夏季雨后的傍晚，我站
在自家阳台上望着片片碧绿色的草坪，正
在欣赏着眼前雨后的景色，不经意间仰头
一望，吃惊地看到了天空中出现了双彩虹
奇景。我吃惊地喊着家人快来看，只见天边
两道半圆彩虹高高挂在东方天宇，两道彩
虹线非常清晰地呈半圆形，中间连接处彩
虹线有些模糊，但色彩斑斓、灿烂夺目。我赶
紧掏出手机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美丽瞬
间，也留下了难得的记忆。双彩虹现象难得
一见，我得以遇到，感到有生以来很大的幸
运，值得记忆和怀念。
2018年8月中旬，我去了哈瓦那。汽车飞
快地行驶在加勒比海的海岸线上，处在热
带边缘上的哈瓦那终年夏季，碧海、绿树、蓝
天，景色秀美极了。透过车窗玻璃，环视着浩
瀚无垠的加勒比海，我有些浮想联翩、神飞
天外……正在这时，我抬头一望惊奇地看
到一团浓浓地阴云中有一颗圆圆的火球发
出了刺眼的光芒，它被一圈很黑的圆圈给
圈在了其中，发出了夺目的光芒。我大声呼
喊：快看啊！这不是月亮在风圈，是太阳在风
圈啊！一起旅游的驴友一起抬头齐看，发出
了惊叹！是啊！从未见过啊！真是奇景！
每每回想起这几年在海外所遇到的这
些奇景，我总是兴奋不己。这是一种无形资
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时时激励着我去
探索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也时时提醒我有
种种奇景在等待着我，引发我的好奇心，诱
使我迈开旅游的脚步！

“黄昏”也能活出精彩人生

□黄政之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不知不觉
中退休十年的我也到了这个年纪。退休后
按月领退休金生活得既稳定又有保障,可
谓衣食无忧。但总有些提心吊胆，那就是怕
生病，尤其是怕得了不治之症—癌。在此我
想与老年朋友们交流一下我的几点肤浅体
会，以供参考。
健康活着——— 退休后要把节奏放慢，
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合理饮食，戒烟限
酒，心理平衡。道理都懂，贵在持之以
恒，认真做到，虽难也要坚持。现在大多
数的老年人没三高的不多，为什么？说
到底两方面的原因：吃得太精细，美味
佳肴。吃完后又懒得动弹，进沙发打开电
视岂不美哉！天长日久，“富贵病”自然而
然就上了身。上世纪六十年代谁还听说
有这种病？看一看周围那些大腹便便者，
有几个不是这样？生命在于运动，吃饱了
不动确实不行，对身体有害无益。
知足常乐——— 不要抱怨太多，牢骚

满腹。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也看不惯。
毛病挑出一大堆，看啥都不当意。常言
道：习惯成自然。要逐渐学会不顺眼的
事不看，不顺心的事少想。反复纠缠往
往会钻牛角尖进死胡同。人老了何必想
太多，太较真，糊涂点好。正像郑板桥说
的：“难得糊涂”。只要比过去好就知足，
每一天能顺利过去就是幸福。
老有所趣——— 干自己想干的事退

休了，不上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老年大学报个班。文学、书法、绘画、舞
蹈、合唱、乐器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只要有兴趣学啥都不晚。不求有多大成
就，就图老年朋友凑一起相互交流，互通
感情提高兴趣忘掉烦恼。同时也圆了自己
的大学梦吧！“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黄昏不可怕，还有满天的霞光等待我们欣
赏。老年朋友们，让我们在落日的映照中
快乐、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崇德读
书会（部分学
员 ）合 影 留
念。

学员作品展示

□文/图 半岛记者 高晓飞
实习生 肖晴

爱好是什么？是持之以恒的追求，
也是心中不灭的梦想。在盐城路社区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有一样的爱好——— 文
学，五年的时间，他们每周准时相聚，学
习讨论提升，他们就是崇德读书会。

现场
大雨瓢泼，挡不住读书热情

6月6日上午，室外大雨滂沱，盐城路社
区读书室内却安静得出奇。居民们仿佛学
生，端坐在桌前，拿出纸笔，时不时记录什
么。讲台上，发丝花白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
话讲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国经典文学作
品。从法国文艺复兴到红色古典主义的自
由与爱情，从《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
《浮士德》四大欧洲古典文学名著到我国黄
金时代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从荷马、但
丁、莎士比亚、歌德到鲁迅、巴金、老舍、曹
禺。老师绘声绘色地讲授，让讲台下一群年
过半百的学生们听得入了迷。
放眼望去，每个学生的书桌上都放

着一本笔记本和几支笔。一边听一边
记，文字在纸间飞扬，幸福在心中徜徉。
据介绍，这是盐城路社区崇德读书会的
第78场读书会。该读书会于2014年正

式创办，目前学生人数已达40余人，年
纪最大的学生也快80岁了。读书会每周
四上午9：00在湛山街道盐城路社区2
楼准时开始，风雨无阻。

坚持
开班5年，作品遍地开花

69岁的宋慧珠是崇德读书会的班
长。1966年，宋慧珠在老年大学开始上
文学课。上课不久，每周一次的文学课
已经不能满足宋慧珠和其他学生的求
知需求。于是，崇德读书会应运而生了。
“当时我在家开了这个班，邀请我们的
老师前来授课。”据宋慧珠回忆，在这个

时候，社区福利来了。社区为读书会提
供场地，解决了爱好者的后顾之忧。转
眼五年已过，五年来，学生人数不断增
加，学生们的成就也不断丰盈起来。
谈到上了这么久的文学课的收获

时，班长宋慧珠开心地说：“我们都是一
些文学爱好者，听了陈老师这么久的
课，我的文学知识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有收获的不止宋慧珠一个人，有了

文学的熏陶和老师的帮助，读书会的学生
们纷纷开始写自己的文章。甚至不少人的
文章开始在各大刊物上发表。73岁的学生
李孟华说道：“以前觉得不起眼的东西，现
在竟然发现其中的美了。”任军涛则从孙子
出生时，便以他孙子的名义写日记，已经
写了9年了。参加读书会不仅拓宽了读

书会学生的文学知识面，也赐予了他们
发现美好与开启文学创作的钥匙。

感人
风雨无阻，老师无私付出

在读书会上，感动的不仅是学生的
坚持，更是老师的无私付出。家住李沧
的陈祥泰今年已经77岁了，为了给学生
们上课，陈祥泰早晨需要7点就出门，在
车上“晃悠”一个半小时后才能到社区，
这对一名接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是
一种煎熬。但陈祥泰对此毫无怨言，五
年时间，从未缺席，每周四准时出现在
课堂上，从古典到现代，从西方到我
国……丰富的知识储备，娓娓道来的讲
课方式，让学生们钦佩，更让学生感动。
据陈祥泰介绍，2006年开始，他便在社

区公益上课，从白桦林文学社再到崇德读
书会。13年已过，老人用认真和坚持为文学
爱好者们搭建了一个心灵栖息地。对于学
生们的感激，他向来摆摆手，说不辛苦。“其
实，我也是在充实自己。你要讲课，就得逼
着自己学习，这是一种相互激励的过程！”
陈祥泰如是说。
崇德读书会带给社区老人们的不

止是文学知识，也是千千万万种精彩纷
呈的人生经历。对于大家来说，何尝不
是一场文学与美的晚年奇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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