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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苑

人上了年纪，心情有些怪怪的。临门一件事情，由于

外界的影响，容易晴天转阴雨，亦或是阴雨转晴朗。

省文联在常德市柳叶湖某宾馆举办“三百工程”五十

名补选文艺家学习培训班。我接到通知，像当年接到应

征入伍通知书那样，激动的心情似橡皮小鸭子，按下去又

浮上来。

去常德，朋友告诉我坐城铁方便，我便购买了去常德

的城铁票。赶上双休日，那天下午从长沙去常德没有座

位了，只有站票。一看时间，不站也得站呀，通知要求下

午报到，第二天开班，硬着头皮上了车。车厢里挤满了

人。其时心情有些复杂，是羡慕那些有座位的，还是怜悯

和我一样站着的，说不清。旅途中看手机是打发时光的

好方式，但站着看手机，像儿时看到母亲簸箕里的谷粒，

撞撞跌跌，晃晃悠悠，一会头昏眼花。四下搜索空位，多

次尝试，屁股没有捞到优惠，收获一脸尴尬。中途站下车

的空座，上车的旅客凭票安然入座。起座打开水的，上洗

手间的，追抓跑开孩子的空一会，屁股还没沾座位，那里

就喊你让座。

迷迷糊糊、懵懵懂懂中，手机响了。毛泽东文学院的

同学打来电话，说她已到常德城铁站，会开车接我。我一

看时间，不到下午三点，我们要四点半才到常德，那她得

等一个半小时。站票累积在内心的阴云，似乎被来电驱

散，投射一束暖心的阳光。同学不断来信息询问行程地

点，我也在摇晃中回复，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五点多，同学接站把我送到宾馆。

冷风裹着细雨，催促着夜幕早早降下。我贮立宾馆前

坪，放眼打量四个西湖大的柳叶湖，一片混沌。天冷时日短。

常德，我曾来过。看过诗墙、画墙，坐船游览穿城而

过的穿紫河，品尝江街小吃，只是未有机会游柳叶湖。常

德人把水文化做到极至，我发自内心佩服。

湖风一阵紧似一阵，钻进内衣，把脊梁骨吹得冰凉

的。我连忙提着行李袋小跑进了宾馆。想着择机会一定

要看看柳叶湖的美景。

两天的专题学习培训，安排得满满的。讲课老师都

是湖南文艺界的大咖，收获良多。

每天晚饭后，我沿柳叶湖堤散步时，课堂老师讲课的

观点、论据、引用的故事，精彩的金句，会伴随脚步的移动

而不时回放，细细回味。

学习班结束第二天，我起了个早，推开玻璃门，走上

阳台。冬日放晴，万里无云，东边的太阳，先是金黄，渐渐

泛红，由淡红变深红，变火红，圆圆的，牵着视线冉冉升

空。阳光在柳叶湖面投放的光芒，开始是一条线，光线逐

渐扩大，变成一根粗壮的光柱，很快拓展为宽带。水面折

射的波光，随着太阳光的变化而不断变幻。

湖风扑面，吹醒一夜迷糊。此时，我感到特别的清

爽。湖堤上有骑自行车的，有跑步的，有打太极拳的，惬

意而舒适。

我伫立在阳台，望着已升至湖心上空的太阳，太阳把

自己的光辉洒满一湖。晨风摇曳金黄色的光斓，向湖的

四周绽放，我尽情地沐浴着冬日阳光的温馨。

一湖阳光
■徐秋良

父亲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一直和母亲生活

在农村，每年守着自己的小园子，日出月落，春种

秋收，品味着极富诗意的田园生活。

虽然成了古稀老人，但父亲依然不服老，每

天忙于家务之外，还不忘体验一些现代化的生

活，手机微信、快手样样应用自如，每样都不逊

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玩上了微信，见我

天南地北地发稿，父亲也喜欢上了作诗，每天在

家族群里推送他写的诗歌，且乐此不疲，有时还

叮嘱我为他推荐发表。

父亲的诗是旧体诗，但他不太懂得平仄格

律，大多是顺口溜，类似打油诗，但那些诗写得还

是有板有眼，有时对仗也挺工整，遣词造句也算

贴切。

父亲的诗大多是有感而发，他待在农村，守

着自己的小园，从春到秋，栽花种草，在美好的大

自然中感受季节变换，用文字表达生活，通过微

信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

可以说，父亲的小园既是一座菜园，又是一

座百花园。父亲用自己的巧手侍弄家里的小菜

园，种植了各式果蔬，还见缝插针，在边边角角种

上了各色鲜花，像紫花地丁、长寿、月季花、石竹

花、蜀葵、八宝景天，可谓应有尽有，花色各异，将

整个院子装点得姹紫嫣红，引得邻居们争相观

望。望着他精心侍弄的花花草草，父亲常常心潮

起伏，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他写道：春晨鸟语乐，

满院添新辉。群花蜀葵首，闻香惹人醉。

父亲生活在农村，感受着新农村翻天覆地的

变化，虽然自己不种大田了，但也和农民同呼吸

共命运，看着左邻右舍在农田里忙忙碌碌地秋

收，他这样写道：金秋气爽艳阳天，农家田里格外

忙。战天斗地收获大，丰收喜悦传四方。路边鲜

花令人醉，情暖人间万民欢。

父亲的诗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也不是没

有可取之处。那年七十岁生日，大家都回来给他

过生日，他喝了点酒，一时豪情万丈，专门写了一

首诗，祝贺自己七十岁生日：人说七十古来稀，而

今我能过百年。夕阳无限豪情在，尽享天伦乐每

天！这首诗虽然简单易懂，但也满腹豪情，抒发

了父亲的晚年志向。

时光催人老，岁月不饶人。父亲毕竟年事已

高，他的感慨越来越多，总是哀叹时光易老，在他

的诗里不无感伤，因此还写下过一首诗：岁月催

人人渐老，两鬓皆白弯了腰。昨日烦恼千般事，

今日苦思无一遭。笑看刘邦追项羽，还有诸葛战

曹操。高官厚禄人人求，撒手归西皆是空。滔滔

江水东流去，只留人间传佳谣。这首诗作，我整

理成文档，通过电子邮箱投给了一家报社，可喜

的是竟然刊用了，还寄来一点微薄的稿费。收到

稿费那天，我专程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喜

讯。过了几天，父亲从农村来到县城，我亲手把

这笔稿费交给他，钱虽不多，但他老人家还是很

高兴的。

其实，这并不是父亲第一次发表作品，还记

得小时候，我看到他年轻时发表通讯作品的《红

色社员报》，还替他保存起来。以前，我还曾翻出

他多年的书稿，可以看出，父亲早年就很喜欢文

字。

小时候，看到父亲发表作品的样报，我也摩

拳擦掌，蠢蠢欲动。就是在这种环境影响下，我

一天天长大，也偷偷在小本子上涂抹一些稍显稚

嫩的文字，后来还真的学会了写作。有些人说我

有写作天赋，如果真有什么天赋，我认为这些都

得益于父亲，是他给了我文学创作的基因，引领

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见有诗作发表，而且变成了铅字，父亲像受

到了莫大的鼓舞，常常在微信里即兴创作，写出

自己每天的感慨和快乐，分享给自己的儿孙，让

大家同频共振。

父亲爱写诗，诗歌无处不在，极大地陶冶了

他的情操，他一边感受奇妙的大自然、新农村万

般变化和新时代田园生活，一边抒发自己晚年的

美好情怀，吟咏自己诗意的人生，从中获取快乐，

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引以为豪，收获良多，得

到教益。

父亲的诗意人生
■李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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