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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瑶海区车站街道戴安桥社区辖区内有一位93
岁的老兵刘长钧，虽已高龄，但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好
诗，经常召集子女定期开家庭会议，讨论“如何教育子女”、
“社会上热点”等话题。有意思的是，刘老时间观念特别
强，家庭成员要是迟到了，就不会让其参加。

身体里有一块藏了26年的弹片

刘老22岁加入了新四军，也就是这段参军经历，让他
刻骨铭心，也让他承受很多痛苦。

1947 年莱芜战役，刘老也参与其中，在那场战役中，
刘老被子弹击中了两条腿，当时便倒地不起，用随身的小
铁锹敲击石头，才引起战友的注意，幸而得救。

通过治疗，直到1952 年，刘老才能直立行走，而在后
来的 20 多年里，刘老一直身体不适，时常头晕，1973 年，
儿子在无意中摸到刘老腿部受伤处发硬，便用磁铁试了
一下，没想到被吸住了，后经手术取出来一个约三厘米长
的弹片。

优良家风，不忘督促后辈

刘老是巢县人，小时候没读过多少书，父亲在外当篾
匠维持生计，自己则放牛混口饭吃，但是他没有放弃任何
学习的机会，经常去蹭课，还自己学习算盘。

虽然自己学习的机会不多，但是刘老对后辈的教育
学习丝毫不松懈，他共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除了女儿
外，儿子全部当过兵，孙辈中三个男孩也当兵。现在刘老
一人独居，不过每两个星期会召集家庭成员开家庭会议，

“每次议题很多的呀，会不断重复要学会做人，做对社会
有用的人，公家的东西就算扔掉了也不能拿等等。”刘老
女儿告诉记者。

“父亲时间观念特别强，开会绝对不能迟到，要是迟
到了，他会关上门。”子女们表示，也正是受到了父亲的影
响，他们兄弟姐妹会将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

即兴创作是老人强项

现在，刘老的晚年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最主要的“任
务”就是作诗和写字。刘老住处墙上都挂满了他的作品，
刘老非常节俭，平时会用药品的说明书仔细粘好，在上面
练字。“练字是每天必做功课，内容也是紧紧围绕着生活
创作。”

说起创作，刘老可是即兴作诗的高手，灵感一来，一
首诗很快就写好了，如这首《回想》：“人生似梦常萦绕，恩
恩怨怨少不了。是非争论寻常事，争争吵吵又和好。”也
有的生动活泼充满朝气，如这首《踏青田野》：“细雨催禾
长，蜂蝶采花忙。阳光育苗壮，丰收尤可望。”

除此之外，刘老还擅长打门球、钓鱼、旅游、摄影。“一
生辛勤简朴过，艰苦奋斗几十春。”正是这种平凡，与世无
争的生活态度，才让他少了很多烦恼，平安喜乐。

看书自学绘画、篆刻

63 岁的董方喜欢绘画、篆刻，提起爱好，他
说得追溯到 1979 年，“当时买了几本和绘画、篆
刻相关的书籍，一边看，一边自学。”慢慢掌握了
一些绘画技巧和篆刻技巧。

他至今清晰记得自己用鹅卵石练习篆刻的
往事，“那时候买不到印胚，我只好捡来鹅卵石，
在鹅卵石上练习篆刻。”因为鹅卵石比较难刻，刻
刀常常划破他的手。

“对于初学者而言，用印胚刻的话，只需要1
个小时，但用鹅卵石的话大概需要2~3个小时。”
董老说，虽然鹅卵石难刻，却使得他的篆刻技艺
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练习篆刻，他捡了很多鹅
卵石，“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在
石头上雕雕刻刻，还有人说是‘不务正业’。”

痴迷画虎，勤学苦练20多年

1987 年 10 月，董老在一次画展上结识了画
虎名家张悲鹭，随即拜师学习画虎。学习2年时
间后，董老笔下的虎博得了张悲鹭的称赞。

如今，他坚持画虎 20 多年，没退休前，每天
中午、晚上都要画画。2012年退休后，每天大部
分时间都用在了画虎上，“一天画四五个小时到
七八个小时不等。”

经过 20 多年的勤学苦练，如今他的画作更
加成熟了，不论是构图、虎的神态，还是用笔、用

墨都更加精进。
2010年，董老在合肥亚明艺术馆举行画展，

展出了80多幅作品，“其中以虎作品为主。”

自学油画，画技“杠杠的”

除了痴迷画虎，董老还擅长油画，“油画是我
自学的。”他说，2004 年，他去欧洲出差，在法国
罗浮宫，大师们的油画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从 2008 年起，他开始自学油画，“一边看书
学习，一边画。”

很快，第一幅油画作品《荷兰大风车》完成，“前
前后后花了五六个小时。”董老说，在自己的油画作
品中，他最喜欢的是一幅名为《伴侣》的油画，这幅
油画画的是两只黑天鹅在一起嬉戏，在他的笔下，
两只黑天鹅不仅惟妙惟肖，还十分生动形象。

20年前迷上了收集电话卡

章大爷今年 80 岁，家住合肥市包河区芜湖
路街道城南社区青年一村小区。1996年，已经退
休的章大爷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合肥市长江中路
与六安路交口，负责一间电话亭的看管收费工作。

“那个时候，人们的主要通信工具还是磁卡
电话机，”章大爷介绍，“BP 机和大哥大还很少
见，算是比较高档的通讯工具。”那时候的电话
机，需要插入磁卡才能使用。由于每一张电话卡
都是有面值的，钱用完磁卡也就作废了。

闲来无事，章大爷注意到那些被废弃的磁卡
也有别样的光彩。“画面丰富多彩，非常精美，而
且也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他说。此后，他就迷上
了收集电话卡。越集越多，一发不可收拾。

电话卡当“传家宝”留子孙

章大爷介绍，为了收集到有价值的卡片，他
通过各种渠道，花钱购买，互相交换等等，直到如
愿以偿。甚至不惜跋山涉水，到芜湖、武汉、上海
等地，花钱购买喜爱的各种纪念卡。

如今，章大爷的收藏夹里“宝藏”十分丰富：
1992 年发行的合肥市磁卡电话开通纪念卡、香
港回归纪念卡、梅兰芳诞辰 100 周年纪念卡、重
庆直辖市成立纪念卡。不仅如此，章大爷还收集
了几十张日本电话卡。如今，他的五大本收藏册
满满当当，近 2000 张电话卡分门别类摆放得整
整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军队。

章大爷说，收藏是一项有益的活动，不仅可
以修身养性，活跃思维，还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
野。现在，章大爷还经常在周末去花冲公园古玩
市场，和收藏爱好者相互交换，以卡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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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
饮之患。 ——《丹溪心法》”

健康快乐周刊

他：爱好特别
电话卡已经收集2000多张

他：作诗练字
定期家庭会议不给迟到

□记者 马冰璐 邵华 王恒 文/图

有人爱收集邮票，有人爱收集乐器，但八十
岁的章强老人是电话卡收集爱好者。20多年
时间里，他收集了近2000张电话卡，种类之
多，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星报讯（）

人生在世，有点爱好还是不错的
他：痴迷画虎
勤学苦练20多年，画技“杠杠的”
□金际元 罗授莲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合肥市蜀山区光明社区的六旬老人董方痴
迷画虎，经过20多年勤学苦练，他笔下的老虎栩
栩如生、虎虎生威，更令人称道的是他还擅长油
画，画技“杠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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