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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5

月 。 殷之时

老人说很喜

欢这样不冷

不 热 的 天

气 ， 背上沉

甸甸的摄影

包 ， 带着为

防迷路精心

细绘的

10

多

张分区小地

图 ， 游离于

星城的大街

小巷，一晃就是大半天，且行且摄。

在殷老眼里， 自然万物皆为景。

长沙的角角落落被他跑了好几遍。他

用镜头捕捉弥足珍贵的瞬间，他用情

感镌刻让人回味的经典。

选题、 策划、 摄像、 剪辑、 配

乐……很难想象这些专业词汇竟

出自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之口。

73

岁的殷老利用数码摄像机拍摄当

代老年人的现实生活，已是远近闻

名的“摄像家”。

为圆电脑梦， 退休后的殷老从

2002

年开始自学，拿出被保送读大学

时、废寝忘食躲进锅炉房读书用冷水

提神的干劲，笔记记满九大本，很快

掌握了从摄像到影视制作光盘的全

套技术。

2004

年重游故乡渡舟镇，小

试牛刀，记录下撤镇并乡剪彩的热闹

场景。 殷老第一张光盘顺利诞生了。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又配置了一

台电脑，还增添了刻录机、打印机、摄

像机等专业影视编辑设备。

当然， 最让殷老得意的还是他

的摄影成果 。走进殷老家 ，仿佛走

进摄影展览馆。从各地采风拍摄的

作品整齐有序地摆在书架上。桌子

上摆满了关于摄影方面的书籍、资

料 。老干部象棋比赛 、国庆歌咏红

歌赛 、太极拳太极剑活动 、钓鱼比

赛 、排球比赛 、参观韶山 、春节联

欢，等等，都留在他的镜头里。殷老

精心制作光盘竟达

2000

余张。

殷老最满意的作品， 是去年北

方之行摄下的。 他是个有心人，他

的作品都有一个韵味十足的名字。

《喜看北大仓———黑龙江》 是他镜

头里永远的风景 ；《名圣山东———

孔府》是他亲密的朋友，《沿海现代

大都市———青岛》 让他流连忘返，

《锦绣吉林》 是他永远的记忆，《美

丽边海———大连 》 让他深深地陶

醉；《与时俱进好———鸭绿江两岸》

让他振奋与慰藉。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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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纪录片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今日中国更

可爱》。

殷老对摄影如痴如醉。曾经，为

了寻找一个满意的角度，他忘我地

登上险峰；为了追赶即将谢幕的夕

阳 ，他累得气喘吁吁 。但只要有相

机陪伴，就有他阳光般的笑容。

（殷之时：四川长寿人 ，

1937

年

12

月出生。

1964

年分配到中组部。曾

任湖南储备物资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

湖 南 省 委 老 干 部 局 协 办

我的离退休生活

七 彩 晚 霞

34

流转于

光和影的眷恋

———访退休老同志殷之时

□

熊素珑

� � � �

在以往的记忆中， 湘西就是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黄

永玉画笔下的湘西。那美丽的游览佳境是人们寻找简单快

乐的最佳过往地。如今，却令我常常陷入深思。

数次往返于湘西，更多地是城里人为了印证在喧嚣尘

埃中内心暗存的宁静和质朴，直至前不久的湘西之行。

住农家、干农活、吃农餐；听民意、察民情、解民忧。我

久在城市党政机关工作，感觉这不啻为一场“赶考”。

那天晚上，我正靠着车窗打盹。窗外伸手看不见五指，

仅凭着汽车探照灯照出的不停旋转的迷雾，感觉我们在行

走着。

突然，“嗨，远方的贵客请你留下来……”一阵女高音

飘来。我将头探出窗外观望。鞭炮燃放时的浓烟瞬间在山

间弥漫， 路边架起的临时路灯宛如夜空中最耀眼的银河。

锣鼓声阵阵，响彻云霄。苗家姑娘边唱山歌边端出自酿的

米酒迎接远方来的客人，我们感动了……

5

天的学习时间里，我住在贫困户邓德荣家。刚进屋，

老邓端来洗漱用水， 老伴从厨房端出盖着鸡蛋的面条，他

们的儿子从柜子上抱出一捆棉被。 剥开外层两层包布，将

看去有八成新的被子递给我，并憨憨地笑着：“这是我结婚

的被子，新的，洗过晒过了。”

那晚，睡在略带潮气的木板床上，我想，湘西也许不再

是我匆匆的过往地了，而将是我大山里最珍贵的牵挂。

清早，“哼哼”“哞哞”的猪牛混杂声催醒了我。

“起来了？”老邓第二次见面仍是急于去端水。

趁着空隙 ，我打量起了老邓家 。桌椅板凳等家庭用

品 ，都让岁月磨去了棱角 。猪 、牛被安置在卧房旁 。老邓

告诉我 ，家里的彩电和冰箱是去年儿子结婚买的 ，欠账

现在还没还 。全家去年收入仅

8000

元 ，儿子胃穿孔手术

就花光了 。幸亏被村里纳入到贫困救助户 ，吃饭倒是没

问题。

老邓缓缓的叙说中，丝毫没有怨气和担忧。说话间，老

邓儿媳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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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大的孩子出来了。 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

我，似乎在问：“你来我家干吗呀？”

我的确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背着孩子我擦拭着湿

润的双眼。

上午，班主任伍晓华将我们这些散住在农户家的学员

聚在一起和村民座谈。 大家明显比初来乍到时沉默了许

多。我想，也许更多的“老邓”让大家难过了。

我忍不住向村民大声问道：“乡亲们，你们最需要我们

做什么？”老邓出乎我的意料，第一个站起来：“李领导，邻

居老王家两个孩子瘫痪了，你帮帮他吧！”

我心里涌动着感动，多么纯朴善良的村民啊！

很快，全村的贫困户情况我们都摸清了。

无需发动，无需强调，老师学员自发地捐款。但我们明

白，这里更需要的是致富的长效路子。

座谈会后，我们换上粗衣布鞋，扛着锄头，和村民们一

起上山种地了。高岩村人多田少，收获的粮食仅能自给自

足， 玉米和烤烟种植业无法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

2009

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

582

元。交通不便，硬化水泥路仅通山脚，

大量村民聚居在山腰。资源匮乏，外出务工成为主要经济

收入，留守儿童问题严重。全村高中升学率不足

20%

。

“回去后我帮你介绍工作，来长沙打工吧。”

“孩子高中学费我来负担。”

我在想，村民们迁到山下去可能更合适。

贫穷的高岩村村民却有着乐观的天性。就在我们简单

按照经济指标判断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时，他们却用另一

种状态过着城里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幸福生活。

换上盛装、拿起道具 ，一时间 ，所有的村民都成了演

员。

节日间隙，我找到老邓，摸出些许钱来，请他转交给两

个瘫痪的小孩。我再三叮嘱老邓不要告诉是谁给的钱。

我刚回到长沙，老邓打来电话：“钱给了。孩子爸说，相

信日子会一天一天好起来。”

大山的牵挂

□

李蔚

� � � � 5天4夜后，我多了份

大山里的牵挂

� � � � 无名的捐助， 期待再

聚首

� � � � 面对机会时，他迫切地

说出邻家的愿望

未名湖畔

闻书香

� � � � 5

月的江南，正值莺飞草长，熏风暖阳。在北京，却还是

春意阑珊，乍暖还寒。

春夏之交， 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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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干部来到仰慕已久的北京大

学，参加为期一周的领导科学高级研修班的学习。感悟北

大，追求真知。

熟悉这里的人都知道，生活在美丽的燕园，漫步在未

名湖畔，捧读于博雅塔下，总会被一种酽酽的氛围所感染、

所陶醉。我想，那就是未名湖畔浓浓的书香。

有人说，“北大的空气都养人”。 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学

校，而是一座巍巍的高山，需要驻足仰望。未名湖不只是一

泓湖水，而是一片辽阔的大海。在未名湖的石舫或是静园

的草坪上，在静谧的图书馆或充满激情的讲坛上，莘莘学

子眼神中流露的是对知识的渴求。

北大学生大多都有自行车。 他们从寝室到图书馆、到

教室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很多学生随身带着饭盒，

从图书馆或教室出来直接进食堂，从食堂用餐后又直接去

图书馆或教室。他们要把学习以外的时间消耗控制在最低

限度。

北大以活跃的“校园文化”著称 ，名目繁多的讲座是

一道瞩目的风景。有人戏言：在北大，课可以不上，但讲座

不能不听。除了校内的著名学者开设讲座外，还经常有来

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及国内的一流学者来作

学术报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学术海报。北大人与所有的

专家学者一起 ，构筑了 “百年学府 ，百年讲堂 ”的独特魅

力。

这次我们参加的领导科学高级研修班是湖南省委组

织部、省妇联与北京大学首次联合举办的。研修班精心安

排了经济热点、领导科学、公共管理、国学素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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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课

程。授课教师既有北京大学领导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巨擘

和理论权威，也有国内极具创新思维、独到教学经验的知

名学者和教育名家。名校、名师、名课，让我们享受了一顿

顿精神盛宴。

我们用耳聆听，用心感悟，享受着醍醐灌顶般的陶醉

与觉醒；我们询问、辩论，畅饮着知识的甘泉。神圣的课堂，

活跃的思想，开阔的视野，灵动的个性，给我们精神的濡

养，灵魂的洗礼。

站在北大的晨曦中，博雅塔仿佛是一支高耸而立的巨

笔，未名湖则是一方饱含深情的砚台。闻到未名湖畔浓浓

的书香，人格外的清爽、充实。在未名湖畔的书香中，我们

深深感悟：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生命有限，

学海无涯。

古塔披霞，湖光盈盈。轻轻的，我来了———带着敬畏。

悄悄的，我走了———带着使命。未名湖似乎在警醒人们：此

岸与彼岸，光荣与梦想，皆始于未名。

□

曾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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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草原上来

带来布尔罕的古老祈愿

如云的敖包

是你的情怀

新生的驼羔

眷念着大地

风从草原上来

吻过你如樱桃般的芳颊

你站在风里

古铜色的肌肤

像你的祖先一样圣洁

长发飘飘

被风的指头轻轻理顺

科尔沁的姑娘

你是否知道我对你的倾心

黄沙漫漫 草原漫漫

无边地恋着热风

碧如水洗的卷积云朵

闪耀着可爱的色泽

暴怒的沙尘吹去你的泪痕

你低低地吟唱

柔美的长调

飘荡在科尔沁的长空

科尔沁的天空下

金莲花儿如夏夜繁星闪耀

神秘而又幽静

你躺在初夏的河边

望着我笑

远方 夕阳中的古城

暮色沉沉 笼盖北国的严寒

千家万户在灯火阑珊处

投影在你美丽的红装

这一刻 你是如此美丽

你的身影

浸润着草原上古老的祥瑞

定格在远方悠悠的马头琴声里

我的姑娘啊 我的科尔沁

今夜你是否铭记

在科尔沁的天空里

在群山如脊背的孤城

我只想你

□

张纪鋆

科尔沁小夜曲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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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

飞，我捧着一本唐诗 ，再次

读到杜甫的《又呈吴郎》，感

悟和感动在心底油然而生。

诗曰：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

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

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

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

戎马泪盈巾。

诗写于唐代宗大历二

年，即公元

767

年。杜甫曾一

度住到夔州瀼西的一所草

堂 ，房前有几棵枣树 ，西邻

的老妇人常来打枣子，杜甫

从不阻拦，后因杜甫的亲戚

吴郎调来夔州任司法参军，

杜甫将房子借给他住，这首

诗就是劝告吴郎，不要阻止

西邻老妇前来打枣。

小时候，伯父教过我这

首诗，但那时完全不懂杜甫

此诗之境界。随着人生阅历

的增长，以及为官做人体悟

的加深，我深感这是一首表

现杜甫对老妇人疾苦深切

体会和同情的诗，是一首从

细微处见诗人人格的诗，是

一首放射伟大人性光辉的

诗 。我很喜欢这首诗 ，在心

里默默读过不知道多少遍。

杜甫之精神境界深受

儒家思想熏陶，但又超出了

儒家的精神境界 。 儒家讲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

天下”，而杜甫一生中，无论

穷与达，他都以天下苍生为

念 。仕途发达时 ，他胸怀天

下 ，体察民间疾苦 ；穷困潦

倒时 ，同样心系天下 ，做善

事细大不捐 。 刘备临终遗

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 杜甫让西邻

老太太来打枣充饥，虽是一

件小小的善事，但杜甫做得

这样到位，于细微处可见其

乃真仁者之心。

诗人有高境界 、 真感

情 、真体贴 ，其诗才能打动

人心。我想这既感动了西邻

老太太， 也感动了吴郎，感

动了千秋万代的人。

在 《又呈吴郎 》这首诗

里 ，杜甫推己为人 ，以情感

人；谦虚含卑，以辞感人；由

近及远，以事感人。读此诗，

我渐渐觉得，杜甫是一位诗

人 ，是一位父亲 ，是一位心

地善良而又心细如发、善解

人意的母亲，他的心灵和天

下母亲一样高尚！杜甫是一

位因心灵而伟大的诗人，诗

圣之名当之无愧！

我小时候读这首诗，无

所悟；

15

年前读这首诗，有所

悟， 但浅；

10

年前读这首诗，

则悟得深； 今日重读之则悟

得彻。

15

年前，我曾发誓向杜

甫学习： 一是做人要设身处

地，推己为人，这就是儒家所

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是对人间疾苦要有同情

心，怜悯心，感同身受；三是

对人要和蔼可亲， 要尊重他

人的尊严。

人性古今相通， 人因心

灵而伟大， 这就是我从杜甫

《又呈吴郎》诗中所感悟到的。

因心灵而伟大

———重读杜甫《又呈吴郎》诗有感

□

张国骥

（作者系湖南师大党委书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