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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聚坤
一个人有物质世界，还得有精神世

界，缺一不可。
1962年我高中毕业，回村当了农

民。按说一个农民不需要看书，只要种
好地就行。可我这个读惯书的人一离开
书心里便空落落的，精神上饥饿，需要
精神食粮。没有书，我觉得活在世上就
没有意义。为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就到处找书。那个时代物资匮乏，文
化方面也贫瘠，偏僻乡村读书人极少，
哪里有书？当然，新华书店里有书，可
没钱买呀！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我了解到我们
胡同北头的李幼敬爷爷家里有藏书，但
我也知道老人家很珍惜他的书，一般不
外借。当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每天
除劳动外还读书、练字、写日记，我对
老人十分敬畏。

怎样才能取得老人的信任、借出他
的书呢？他有一个孙子，长我两岁，
叫李庭瑞，喜欢文艺，爱拉弦子。我
也爱好文艺，就常去找他玩，在一起
拉拉唱唱。

为了取得幼敬爷爷的信任，我到他
家如到自己家一样，帮老人扫地、烧
锅、打水，天长日久，他喜欢上我了。
这个时候我才提出借他的书看。幼敬爷
爷说：“我看你是读书人，借给你，要
好好爱惜书。”就这样，我在他家借出
了四大名著，一一读完。老人家还教我
查 《康熙字典》，把他珍爱的线装本

《康熙字典》借给我。在他家我还读到
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这本书，是1950年出版的，繁体
字，竖排。

我读书的另一个途径是到县文化馆
图书室借书。因为我在学校就喜欢创作
文艺作品，回村后也未丢下，成了县文
化馆的业余作者。

业余作者每年可到县里开几次创作
会，住县委招待所，吃白面馍。对于一
个整天吃红薯面的农民来说，这真是天
大的享受。如果作品好，能留下修改本
子，让宣传队或剧团排演，和演员一起
演出，甚至参加省、市会演，那更是了
不起的事。

更有幸的是，业余作者可以在县文
化馆的图书室借书，别人一次只能借一
本，而作者可以借两本，借阅时间还可
以延长。我每次都借两本。在家那些
年，图书室的书我看了不少，有唐诗、
宋词、古代散文等。

有书看我就不觉得农业劳动单调乏
味了。我随社员一起上工，锄地、挖
沟，社员干啥我干啥。不一样的是，每
天休息，男社员聊天、卷烟吸，女社员
纳鞋底子、纳袜底子，我却拿出书躲在
一旁看。进入书的世界，疲劳烦恼顿
消。

农村最忙的是收麦打场，但我有读
书瘾，割麦也带着书，割着麦背着唐
诗，哪句忘了再看看随身带的书。

除了读书，我还要写作，见什么写

什么。我在学校常给县报投稿。1962年
县报停刊了，我就给广播站写广播稿。
那时候农村不少家庭安有小喇叭，不仅
可以听新闻、戏剧，还能收听天气预
报。我写的大都是好人好事、新人新
事，特别爱写人物——好队长、好会
计、好保管等，把我们队的男男女女几
乎写遍了。这些稿件大都被广播站采
用，我成了县里写广播稿的先进分子，
被评为模范通讯员。

给广播站写稿还有稿费，5角、7
角、8角，最高的1元。有一个月我领
了5元钱。现在看来5元钱不算什么，
但那时候钱金贵，1 角钱能买 5 个鸡
蛋，5分钱能买一个烧饼，6角钱能买1
斤猪肉。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还
分不到几块钱呢。

我除了给广播站写广播稿，还给村
业余宣传队写剧本。我写的大戏 《逼
债》拿给公社党委书记看后备受赞赏，
在全公社各村巡回演出。

我就这样不停地读书、劳动、写
作。后来村里聘请我当民办教师，更给
我读书、写作创造了条件。天道酬勤。
1973年我写的河南坠子《都满意》在
《河南日报》副刊头题发表，几乎占了
半个版面。县委书记看到后在县里的会
议上表扬了我，并把我调到县文化馆从
事专业创作。

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后，我才有了
自己的书架和藏书，读书生活更充实
了。

我的读书生活
往日情怀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相比真是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幸福
啦！”2 月 24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今年100岁的吴俭老人由衷地说。吴俭
老人 1921 年出生，家住市区湘江路烟
厂家属院。她一生勤劳、节俭，和丈夫
一起养大了 4 个孩子，日子越过越红
火。

早年生活艰辛

吴俭老人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看到
记者十分开心。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
老人现在身体依然很硬朗，平日里喜欢做
一些家务活，烙馍、擀饺子皮儿、做菜馍
等都很拿手，有时候还会穿针引线、缝缝
补补。“她总是闲不住，一有空闲时间就
要摸索着干一点小活儿。”老人的大女儿
胡爱菊告诉记者。

吴俭出生于阴阳赵镇大吴村，有兄弟
姐妹4个，她是老大。在老人的记忆中，
童年的生活总是伴随着饥饿。她小时候家
中人口多，但全家只有一亩地。父母每天
忙于生计，作为老大，她不仅要照顾弟
弟妹妹，还要捡柴、挖野菜等。即便如
此，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十分艰难，常常
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
丁。

“当时家里只有三间茅草房，长辈
每天都为能让家人吃上饭而绞尽脑
汁。那时候真是太穷了！我们吃过树
皮、树叶，找到啥就吃啥，记忆里就没
有吃过一顿饱饭。”回忆往昔，吴俭老人
感慨万千。

竭尽全力撑起家

20岁那年吴俭结了婚，嫁到阴阳赵
镇的胡庄村。丈夫是独生子，家里两位老
人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病情发作时连床
都下不了。丈夫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吴俭
嫁过来后便承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
担，平日里只要有空儿，她就要到地里帮
丈夫分担农活。吴俭生育了4个孩子，每
天披星戴月，放下锄头就拿起锅铲，为一
家人的生活奔忙。

“那时候没钱买布，都是自己纺线织
布，做成衣裳、床单等。一大家人吃
的、穿的都需要张罗，我妈常常要忙活
到后半夜。”吴俭的小女儿胡爱枝说，母
亲做事麻利，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天的活
儿干完。正是因为艰苦生活的磨炼，母
亲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效率很高。

“我妈那些年真是啥活儿都干过、
啥苦都吃过。”胡爱菊说，村里挖坑塘
时，母亲抢着抬装满土的竹筐，麦收时
扛过几十斤重的麻袋、拉过装满麦子的
架子车，汗水把她的衣服都浸湿了，能拧
出水来。这些往事给胡爱菊留下了深刻
记忆，“父母天不亮就起床干活儿，忙活
到后半夜还没睡。现在想想，他们为这个
家付出得太多了。”

感恩幸福新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老
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足。靠着勤劳的双
手，吴俭一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吃不饱、
穿不暖的日子一去不返。1984年，吴俭

和家人搬到烟厂家属院居住，告别了在土
地上耕作的时光。

如今，孩子们对吴俭十分孝顺，将
母亲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吴俭老人
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 6点起床，
晚上9点睡觉，家里人就按照她的作息
时间来准备饭菜。老人爱吃红薯，家人
每天都做给她吃。天气好的时候，吴俭
老人自己推着老年车在家属院里散步，
她和院子里很多老人都熟识，聚在一起
聊天很开心。

对于现在的生活，吴俭老人很感恩。

她告诉记者，前几天晒太阳时，家属院里
几位老人说：“能有现在的好生活，多亏
了共产党的领导。”对此，吴俭老人深有
感触，她说：“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感谢我们的国
家，感谢我们的党。”

吴俭老人常常教育子女要勤快、节
俭、知足，与人相处要宽厚。如今，老人
的儿女也已经做了爷爷奶奶，但他们对于
母亲的教诲一直铭记于心。“我妈就是我
们的榜样，是我们家里正能量的来源。”
胡爱菊、胡爱枝姐妹说。

吴俭老人和女儿胡爱菊（左）、胡爱枝（右）在一起。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王 培
在市区黄河广场，总能看到一群写地

书的老人。他们以大地当纸、清水为墨，
练习书法，挥洒自如，潇洒飘逸的字体吸

引很多市民驻足观看，成为广场上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2月21日，记者来到黄河广场，看到
几位老人正在写地书。其中有一位69岁

的老人名叫殷继昌，他告诉记者：“我从
小就喜欢草书，练习很多年了。现在地书
也练了一年多，没事儿时我就过来练一会
儿。”殷继昌表示，小时候家中有一本字
帖，自己常常照着临摹，激发了他对书法
的热爱。他现在对书法依然十分痴迷，不
管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好字就会被吸引
住。他买来各种书籍，还让孩子在网上给
他找资料，坚持学习、练字。他的爱好也
影响着家人，如今外孙女也十分喜欢书
法，常常跟着他学习。

一年多前，家住黄河广场附近的殷继
昌看到有人在写地书，也开始练习在广场
上写地书。他说：“练习书法给我带来了
很多快乐。”

记者了解到，这群写地书的老人中
不乏书法家。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徐彦甫苦练书法，几十年如一日，
对秦篆、汉隶、唐楷等颇有研究。在他
看来，书法创作就是不断探索、完善的
过程。“比如临帖时，刚开始怎么写都写
不好，经过不懈努力，写字水平不断提
高，最终顿悟。这其中的乐趣别人很难
体会。”徐彦甫说。

以往，徐彦甫常被邀请到外地创作，
但因疫情影响，现在只能减少外出次数，
便在广场上写起了地书。“在地上写跟在

纸上写有很大不同，握笔手法就不一样。
写地书用的笔可比毛笔重多了，需要更大
力道才能掌控。我把它当成锻炼身体的方
式，没事时就来练练。”徐彦甫说。

字体或浑厚、或俊逸、或潇洒……徐
彦甫写地书常引得众人围观，他也很乐意
与大家分享心得。“书法是传统艺术，需
要代代传承。”徐彦甫说。

就在记者采访徐彦甫时，有一位叫吕
锡鑫老人也赶过来，带着自己的最新书法
作品请大家点评。

今年78岁的吕锡鑫是在退休后接触
书法的，和殷继昌一样，他酷爱挥洒自如
的草书。“我特别喜欢苏轼的 《念奴
娇·赤壁怀古》 和毛泽东的 《沁园
春·雪》，读起来气势磅礴，在家里我喜
欢写这两首词。”吕锡鑫说。

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吕锡鑫认
识了几位写地书的书法爱好者，便开始
在广场上练字。“虽然广场环境嘈杂，但
沉浸在书法的世界里我就能忽略外界的
影响。闹中取静其实是一种修行。”吕锡
鑫说。

书法也让吕锡鑫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
的朋友，大家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不亦
乐乎。“欢迎热爱书法的人加入我们，一
起学习、共同进步。”吕锡鑫说。

写地书的老人们

老年艺苑

醉春风（国画） 侯爱莲 作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水煮肉片是年轻
人的最爱，肉嫩菜
鲜、汤红油亮，是一
道很下饭的菜。2 月
24日，记者采访了家
住辽河路嵩山小区的
黄女士，看她如何制
作这道家常美食。

黄 女 士 告 诉 记
者，水煮肉片的做法
其实很简单，但准备
工作比较烦琐。将猪
里脊肉切成小块儿后
再切成薄片，把切好
的里脊肉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清洗两遍。挤干水分后
加入食盐、胡椒粉、生抽和料
酒，朝着一个方向搅拌两分钟。
在另一个碗中加入鸡蛋清、少量
土豆淀粉，搅拌均匀后倒入肉片
中，再加入少量植物油轻轻搅拌
均匀。

“制作这道菜时肉片的腌制
环节很关键，这种方法腌制出来
的肉片既入味又鲜嫩。”黄女士
说着就开始准备配菜。配菜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比如黄豆
芽、金针菇等，再将小米椒、干
辣椒、大蒜、生姜切碎备用。

此时就可以炒制了。将锅烧
热后加入适量底油，将油温烧至
六成热，加入适量的花椒和辣椒

炒香，加入准备好的配菜，炒一
分钟后加入适量的盐，盛出放入
容器中备用。

再次把锅烧热，油温六成
热时加入切好的蒜、姜、辣椒
末儿，炒香后加入豆瓣儿酱，
开小火炒出红油，然后加入适
量清水，开大火把汤汁烧开后
加入盐、味精、白砂糖、胡椒
粉以及适量的水淀粉，把汤汁
微微收浓。

将腌制好的肉片依次下入锅
中，开中火把肉片汤汁烧开，肉
片烫熟后即可捞入盛放配菜的盆
中，加入适量原汤，表面撒上干
辣椒、蒜蓉、葱花后，将热油泼
在肉片上即可。

麻辣鲜香的水煮肉片

厚衣服别脱太早。这时还应
该捂着点儿。如果一下子把衣服
脱得太多，就会因不适应气候变
化而易着凉得病。

早起+午睡。春季很容易出
现“春困”的现象，早起、午睡
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很多人
吃饱后午睡，会出现入睡难、
起床后头昏脑涨等不适的感
觉，建议把饭后午睡改为饭前
午睡。在春季，饭前午睡半小
时比饭后午睡两小时更能有效
消除疲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
至一小时为宜。

早防晒多保湿。初春一般会

有大风，天气干燥，护肤很有必
要。春季应换掉冬季油腻的面
霜，选用具有保湿功效的护肤
品，如含有果酸或以甘油、尿酸
为保湿成分的面霜。

据《中国医药报》

雨水节气后咋养生

耳鸣就是患者感觉耳内有响
声，有的像蝉鸣，有的像潮水，
有时双耳有响声，有时一侧耳朵
有响声，间断出现或持续出现，
而外界并没有相应响声。

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如高
血压、贫血、神经衰弱、耳道病
变等均可导致，也有部分人无法
明确病因。耳鸣应当引起重视，
如果治疗不及时，严重者会造成
听力损伤。中医认为，耳鸣的发
生与人体肝肾不足相关，这是为
什么呢?

耳为肾之窍，肾气亏虚则耳
窍失去滋养，表现为听力减退。
肝与肾密切相连，且肝具有统血
和疏泄的作用，能够调理全身气
血的运行。气血运行不畅，耳部
滋养不足，故出现耳鸣，严重者
会耳聋。因此，通过滋肾养肝可
以治疗耳鸣。平时生活中有耳
鸣困扰的朋友可以饮用杞菊黄
精茶来改善症状。

杞菊黄精茶：枸杞子 10
克、菊花6克、黄精10克，三
味药物混合后放入茶缸，开水
冲泡30分钟后即可饮用，味道
淡后更换，每日可更换 2~3
服。

此方中黄精味甘，入肾经，
为滋补强壮之品。黄精下入于
肾，可补阴血、填精髓，补益气
血，效果佳。枸杞子甘寒滋润，
其色赤，可滋补肾精、养肝明
目。菊花质轻，具有平肝明目之
功效。三味药相配，滋肾养肝的
效果明显，可以起到治疗耳鸣
的作用，且平时服用方便，无
毒副作用，适合长期或间断服
用。

平时生活中，耳鸣患者还可
以通过进行耳部按摩来改善症
状，例如每日上下摩擦耳根，可
以刺激耳部穴位，帮助改善耳鸣
症状。除此之外，平时还应做到
戒烟、戒酒，避免熬夜和暴饮暴
食。 据健康时报网

治耳鸣喝杞菊黄精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