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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晚晴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退休前，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退
休后，他捧起书本，开始学习。尽管居
住在市区繁华地带，但他仿佛置身世外
桃源，每天读书、记笔记、写作，30年
如一日，生活过得简单而充实……他就
是孟汉章老人，今年95岁。

退休后开始学习

5 月 10 日，在市区交通路实验高
中家属院，记者见到了孟汉章老人。
老 人 身 材 瘦 削 ， 精 神 矍 铄 ， 身 体 硬
朗，一副黑框眼镜为他增添了几分书
生气质。

1987年，老人从漯河师范学校离休
后，决定重新开始学习。在老人的卧室
里，除了一张床，还摆放着一个书柜、
一张桌子和一个沙发等老式家具。这些
家具上及枕边，处处堆放着书籍：《唐
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古今诗粹》

《庄子》 ……这些书籍大多是老人退休
之后购买的。“小时候，家里兄妹多，
条件差，但重视教育的父亲还是坚持让
我去上学。”孟汉章说，正是这六年的
私塾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国学经
典非常有营养，让我一生受用无穷，反
复品读，每次都会有收获。”老人说，
除了品读诗书，他还坚持读报、看杂
志，遇见自己喜欢的内容，老人就会摘
抄在笔记本上。

坚持做学习笔记

老人从书柜里取出了一摞笔记本，
每个笔记本封面上都用黑色记号笔写着

“记事本”，下面标注着名字和启用日
期，内容则涉及历史、地理、时政等各
方面。打开其中一本笔记本，上面摘录
着《大学》的相关内容，透过工整的字
迹，记者仿佛看到老人做笔记时的认真
模样。“我看到感兴趣的东西，就会摘
录下来，隔段时间就会翻着看看，复习
一遍。”老人说。

在今年 4 月启用的一个笔记本上，
写着“助脑器”三个字。“年龄大了，
记忆力减弱了，这个本子就是帮助大脑
记忆的机器，简称助脑器。”老人笑呵
呵地说。在老人的枕边，放着一个本和
一支笔。“这样方便随手记录，有时候
夜里睡不着觉，我就打开台灯，在床上
默写自己喜欢的诗词，等到第二天起床
了，与书上的对比，看哪里有不对的地
方，再修改。”老人说。

勤于文学创作

在老人家，随处悬挂着他创作的作
品。“庭前柳草枯，后荣系春风。”这是
悬挂在老人家客厅的一副对联。“这是
我过90岁生日时创作的一副对联，对联
内容正是我的人生写照，年轻时吃尽苦
头，现在生活安逸幸福。”

在老人卧室的墙上，还张贴着一首
名为 《生日感言》 的诗歌。“儿时生日
一鸡蛋，耄耋之年摆寿筵。绝非儿女母
不爱，只缘家缺食盐钱……”每年老人
过生日时，除了后辈前来祝寿，老人也
有特别的庆祝方式——创作一个作品。

“多花甲三十五岁，少彭祖七百余年。”
这是老人特意为自己即将到来的95岁生
日写的一副对联。在生日宴会上献出作
品，已成为他过生日的一个精彩节目。

除此之外，老人在春节时从不买春
联，坚持自己写，并且每年都不重复。
平时的生活感悟，老人也经常以诗歌的
形式记录下来。“年可望百觅小诗，足
见体健脑不痴，书报酒做强身药，哪管
他日化云飞。”“90多岁了依然能拥有强
健体魄，我很知足，也很感恩，便把自
己的感触创作成了诗歌。”老人说，在
创作作品时，咬文嚼字，成为他的一大
乐事。

健康长寿有秘诀

“别看我今年 95 岁了，可眼不花、
耳不聋，身体好着呢！”老人说，他的
好身体也是有“秘诀”的：首先，心无
杂念，每天与书为伴，心情舒畅，而且
从来不与人攀比，因为“攀比容易导致
心理不平衡”。

老人第二个长寿秘诀就是“酒”：
每天午饭时，老人会饮上一两白酒。

“只喝一两，不贪多，喝完趁着微醉睡

两个小时午觉，起床后头脑清醒，人格
外精神。”老人说，在饮食上，他不挑
食、不暴饮暴食，也从来不吃保健品。

“生命在于运动。”对于这句话，老
人也有着深刻的体会。老人锻炼身体的
方式就是“走”。“年轻的时候是小跑，
随着年岁增长，跑不动了，就开始走
路。”老人说，他每天都走路锻炼身
体，每次30分钟左右，每天走两三次，
走累了回家休息。“我现在最大的福气
就是身体好。”

95岁老人坚持学习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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