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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LUOHE 15漯河

刘贵生：夕阳是首动听的歌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刘贵生是我市一位六旬老人，他连续两届获得全国歌词创作金奖：2014年，在“建国杯”第
四届全国大型音乐展演首都群星颁奖盛典上，他创作的《中国梦》获得作词金奖；2015年，在
“放飞中国梦，相聚在北京”全国大型音乐展演盛典上，他创作的《两条爱情河》又获作词金奖。
这些获奖作品，都是刘贵生利用打工间隙创作的。

桑榆晚晴桑榆晚晴

养生保健养生保健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刘贵生老人
的作品包括那些获奖的歌词，大多是
在打工间隙完成的。

刘贵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近年
来，他一边打工，一边倾心于创作。
几年来，他先后当过门卫、做过保
安、干过绿化工等。但无论何时何
地，他都没有忘记采风、体验生活，
没有忘记千方百计挤点时间读书创
作，没有忘记挤点时间研读《歌词技
法》《歌词韵谱》 等书籍，拿出纸
笔，把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记下
来。

如今他除了每天按时去打工，其
余的时间都在为创作的歌词《两条爱
情河》《中国梦》《中国好人》寻找合
适的谱曲和演唱人。“生命不止，音
乐不止，写歌不止。我一年比一年老
了，不但要珍惜时间，更要把写词写
歌当成一种快乐的事去做。”刘贵生
感慨地说，“做好一首原创歌曲真比
盖一栋房还要难，但是再难我也要坚
持去做。他希望能在街头、网上、电
视和手机上听到自己创作的歌曲，通
过歌曲，让更多的人了解漯河、爱上
漯河，从而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梦、
编织中国梦。”

2015年8月，刘贵生在北京被国
家著名歌词作家邬大为收学生。相信
在大腕名师的指导下，刘贵生的原创
歌词将插上音乐的翅膀，穿越时空，
飞向千家万户，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精
神食粮。

在刘贵生家的客厅，通过播放
机，在电视上欣赏着《家乡小河美》

《365 天思念》《泥土香》 等原创歌
曲，刘贵生的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
他微闭着眼睛，思绪早已随着音乐飘
向远方……

打工间隙 构思创作

六旬老人边打工边创作，连续两年荣获全国歌词创作金奖

近日，在市区嵩山东支路北段的一家洗
浴中心，记者见到了身着服务员服装的刘贵
生。已是六旬老人的刘贵生，看起来还很年
轻，他笑眯眯地说：“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
下班了。”然后，老人认真地打扫卫生，为客
人忙碌，累得满脸通红。

刘贵生老家在南阳，只上过小学。小学
毕业后他去当兵，在部队当过警卫员、通讯
员和电报员。从部队退役后他来到漯河，到
当时的市纺织站上班。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为了提升自己的
文化水平，刘贵生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北京
人文函授大学新闻系、文学系的全部课程，
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毕业证。

业余时间，刘贵生为了练笔，给电台、
报社写稿，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离
开纺织站后，刘贵生在金三角花卉市场卖花
卉盆景。在闲暇时间，他反复研读《唐诗三

百首》《宋词三百首》《散文创作艺术》 等。
刘贵生边学边写，其中一首诗歌《沙澧母亲
河》被《沙河风》杂志刊登，并荣获漯河有
线电视台电视诗歌大奖赛三等奖。从此，刘
贵生便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

“漯河太美了，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刘贵生老人告诉记者，近年他走遍了漯河各
个景点：沙澧公园、镇河铁牛、舞阳贾湖
村、陈星聚纪念馆、许慎文化园、小商桥、
大槐树……漯河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激发
了刘贵生的写作热情，由此引发灵感，创作
的几首短诗陆续刊登在省内外的文学刊物
上。

2014 年，在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文艺歌
曲大赛中，刘贵生创作的歌词《泥土香》获
得三等奖。2013 年 3 月，刘贵生被授予漯河

“十佳市民”称号。2013年11月，刘贵生被授
予“最美源汇人”称号。

热爱写作 不断学习

近年来，刘贵生的创作内容多为赞美漯
河人文环境、抒发对家乡的热爱，用音乐歌
唱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由于诗词流传面和影响力比较小，在诗
歌和歌词两种不同的创作形式中，刘贵生最
终选择了歌词，并先后写了 《陈星聚之歌》

《许慎之歌》《骨笛》《沙河湾 澧河湾》《沙河
美 澧河美》等多首赞美家乡的作品。

开始着手创作 《家乡小河美》 时，家里
没有电脑，刘贵生就去图书馆找资料、看韵
谱，并翻看《词刊》，反复推敲，到了如痴如
醉的地步。为了揣摩歌词的技巧，在乘公交
车去打工地点的路上，刘贵生都在思考，曾
几次坐过了站。晚上他写歌词写到深夜两点
多，直到眼睛睁不开，手中的笔拿不住，掉
在地上，他才离开书桌去睡一会儿。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修改，刘贵生终于写

出了令自己满意的《家乡小河美》。在2014年
8月举行的“建国杯”第四届全国大型音乐展
演首都群星颁奖盛典上，刘贵生参赛的三首
作品中，《家乡小河美》 获得创作成就奖，

《中国梦》获得作词金奖，《365天思念》获得
银奖；在“放飞中国梦，相聚在北京”2015
年全国大型音乐展演盛典上，《两条爱情河》
获得作词金奖。这些获奖作品全都收录在

《全国首届‘我的家乡多么美’原创歌曲作品
集》中。2015年12月，“‘中国梦·庐山情’千
名音乐人唱响庐山”大型活动在江西庐山天
合谷树碑，刘贵生作为获奖作者，名字被刻
记在石碑上，为一位漯河老人留下永久的纪
念。2015年，他的《家乡小河美》获得漯河
市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16年初，他创作的歌词《泥土香》获得市
文联2015年度文艺创作奖扶项目。

歌颂漯河 两获金奖

刘贵生正在家中创作。

本版以真诚的视角关
注老年人的生活及身心健
康，为老年人提供展示自
我的平台和与同龄人沟通
交流的窗口。

或热心公益，或乐于
助人，或热爱生活，或身
怀绝技，或能歌善舞……
若你身边有这样的老人，请
联系我们。

另外，您生活中的巧手
小制作或生活小窍门，您在
养生、健身方面的经验，您
创作的文学和书画作品等，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方展
示的天地。

联系电话：
13938039936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见习记者 杨 淇

日前，漯河市区鲜花争艳、花红柳绿，美不
胜收。城在水中映，人在画中游。沙澧美景不仅
吸引了很多市民，一些外地人也来到漯河，游览
沙澧河美景。

73 岁的孙廷远老人是一位退休老干部，安
阳人。退休后，他和老伴每年都会有至少两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前段时间，他在手机上看
到关于漯河沙澧河风景区的介绍，3月23日，他
和老伴一起来到漯河。

孙廷远告诉记者，这是他和老伴第一次来漯
河，住在一家离沙澧河景区较近的酒店。

孙廷远和老伴这几年去过不少大城市，但是
在两位老人看来，漯河的美独具特色。“漯河环
境美，绿化好，空气清新，漯河人也很友善。”
说起这几天在漯河的感受，孙廷远赞不绝口。

“刚到漯河时人生地不熟，差点走错路，最
后还是一位好心人把我和老伴送到了我们要去的
地方。”孙廷远说，当时他和老伴就觉得来对地
方了。孙廷远还告诉记者，“前两天我俩坐公交
车在市区转转，走到一条名叫嵩山路的道路上
时，我和老伴被这条路的美景深深吸引了，路两
旁的梨花都盛开了，洁白素净，感觉像置身画中
一样。”

来到沙澧河风景区后，夫妇二人对漯河的好
感又加深了一层。孙廷远告诉记者，这几天，他
们多数时间都在沙澧河风景区游玩，看看河水，
赏赏盛开的花，在河堤上散散步，锻炼身体，坐
在河边的凳子上看看书，来了兴致还会对着河水
唱上几句。“感到很放松，心情很好。”孙廷远的
老伴李奶奶说，她觉得这里不仅风景美，河堤的
设计也很人性化。她指着嵩山桥对记者说：“桥
上的人想要到河堤游玩，沿桥边的路下来就行
了，很方便。”

据了解，孙廷远夫妇在漯河市区住了8天。
3月23日上午，两位老人离开了漯河。临走前，
孙廷远对记者说：“我们决定‘五一’节再来一
趟，到时候这河边的景色应该和现在有所不同。”

漯河这么美
我们来看看

我的长寿秘诀是每天吃两顿饭、多工作。
坚持工作有益于长寿，工作能使你身体保持忙
碌，你将拥有很长的时间。另外就是勇敢面对
改变和挑战，包括死亡。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亡，一些人害怕死亡，其实没必要，因为每个
人出生后最终都会死亡。

——美国人沃尔特·布罗伊宁，114岁
说来奇怪，一般人的饮食是素食低糖，我

恰好相反。我喜欢吃高能量的食物，最喜欢吃
肉，尤其喜欢吃肥肉；另外还特别喜欢吃甜
食，连喝茶都要放些糖在里面，这样才喝得舒
服些。我还喜欢吃饭先喝汤，汤喝足了再吃饭。

——江苏徐州煤机厂东村百岁老人梁耿
氏，103岁

我不知道长寿的秘密。我相信这都是上苍
安排好的。之前有比我更聪明、更强大和更好
看的人，但都已经不在人世。我们要做的，就
是尽最大可能努力工作，重建那些已经失去的
东西。

——历经一战二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痛
失爱妻和孩子的以色列人伊斯雷尔·克里斯塔
尔，112岁

长寿老人的
长寿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