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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
在部队工作时曾共事多年
的老战友，畅谈欢聚不亦乐
乎。起床后梦境仍历历在
目，不由得去翻阅保存在书
柜里的有关资料。不经意
中，找出了一本已陈封 30
多年的留言簿。我小心打
开每一页细细阅看，离队时
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
前……

1989年秋，是我将要离
开部队转业回地方工作的
日子。在部队工作 20 多年
了，一旦要脱下那身绿军
装，心里真的万般不舍。那
段时间心情有点复杂，就像
打翻了五味瓶。那段日子
里，战友们十分理解我的心
情，经常嘘寒问暖，关爱有
加，前来话别的络绎不绝，
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为了留下战友们的深情厚
意，我特意购买了一本留言
簿让战友们表达心声。回
首当年的情境，感慨万千。

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
员蒋金流是个北方人，身材
魁梧，高大威猛，是一位军
人气质十足的首长，一直对
我十分关心。我在省军区
教导大队任职时，有幸聆听
了他的教诲。他得知我要
离队后，专门前来看望，给
予了许多鼓励，并在留言簿
上写下了“发扬我军光荣传
统，争创新的业绩”的话语，
让我感受到一位老首长对
部下的殷殷嘱托。转业回
地方工作后，他的话语一直
鼓励着我不忘初心，奋勇前
行。

时任湖南省军区政治
部副主任路波，一度是我的
顶头上司。他性格开朗，为
人厚道，写得一手好书法。
我在政治部工作时交集较
多，经常到他家里请教有关
问题，观摩他的书法创作。
他与我话别后，在留言簿上
写下了“嗜学”二字，署名后
还盖上他书画作品的专用
章。没等墨迹干透，我便把
留言簿靠在书桌的墙壁斜
放着细细品读，感觉作品笔
法熟练自然，字迹圆润厚
重，展现出深厚的书法造
诣，甚是喜欢。当他放下手
中狼毫时，我冒昧请教其用
意。他笑着对我说：“‘嗜
学’者好学也，既是对你在
部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你
今后回地方工作的勉励。”
对此，我深深表示了感谢。

我在政治部工作时，主
要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与军
地宣传文化界同行结下了
很深的友谊。当他们知道

我要离开部队回地方工作
时，个个都表达了依依不舍
的之情。国家一级作家、诗
人、书法家于沙对我走上文
学道路影响很大。他不但
是我的益友，更是我的好老
师。他经常与我探讨文学
问题，还不厌其烦地为我修
改作品，提出中肯意见，让
我受益良多。他在留言簿
上写下了清代著名画家郑
板桥为自己书斋的题联：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
新二月花。”我没有请教过
他的用意，但我猜想应该是
希望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
上要掌握好“删繁就简”“领
异标新”的创作规律，精益
求精，不断创新，努力争取
新的进步吧。

军旅画家邬邦生是广
东肇庆怀集人，在省军区政
治部工作时，我们两家同住
在一栋宿舍里，来往甚密。
邬邦生是一位全国闻名的
书画家，他的作品多次参加
全国、全军美展。他以画梅
花鹿见长，造诣很深。他在
我的留言簿上画了一幅以
梅花鹿为主题的《泽畔吟月
图》，还写了一幅书法作品

《书诗养德》一并赠我。如
今斯人已乘鹤仙去，每当忆
起心里唏嘘不已。

还有著名作家、书画家
崔合美、谭谈、张树军等都
分别在留言簿上题了词或
作了画，让我感到收获满满
的同时，深感战友情深，终
生难忘。

当我翻到留言簿最后
一页时，上面写了 50 多人
的名字。他们是当年我离
开长沙时前往火车站送行
的战友们。我清楚地记得，
这 50 多名战友从部队驻地
一直把我送到长沙火车站
站台。我一家上车后便立
即打开车窗与战友们挥手
告别。当火车徐徐开动那
一刻，我的情感闸门再也无
法控制，只好让手在车窗外
挥动，脸转回了车内......

回到家乡好一段时间，
离队的情境还常常在脑海
里打转，激动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为了纪念人生这
一大转折的心境，我在留言
簿上补写了一首小诗。

诗曰：
二十一年投笔从戎，
赖得楚地玉露金风；
不惑之年解甲归田，
憾事历历常在心中。
沧海一粟有谁识我，
唯见挚友情深意浓；
惜别依依相思梦远，
山重水复何日相逢？

惜别情依依
■李坤鸿

寰宇寥廓，沧海桑田。斗
转星移，岁月流金。年已久矣，
历数千载。驸马郡兮，始于东
周。马家圩兮，诞自战国。梁
家沙兮，立于明朝。博一都兮，
树于清代。始呼平定，源于明
朝州守平乱也。巍巍古堡，踞
石龙之要冲，扼粤桂之咽喉。
地势雄奇，两江交汇；物华天
宝，地灵人杰。平中立于斯地，
得天独厚也。吸圣地之灵气，
托苍天之庇佑，承政要之扶持，
蒙乡民之捐资，籍商贾之解囊，
凭学子之拼搏，赖园丁之深耕，
几经变迁，铸就今日之辉煌。

平中母校美哉
旧校山口坡之美，美在山

水也。故校背山，犹如太师于
座也。神圣而肃穆，闲逸而神
怡。山前曲溪，犹如太守金
绔。轻孱而权重，飘逸而庄
严。左侧之山脉，象征笔架；右
边之山包，似枚方印。门前池
塘，犹如砚台；屋后之水塔，犹
乎笔尖。嗟夫！神秘热土，地
灵人杰也。

旧校之美，美在景色变幻
无穷也。春夏之季，凤凰花红；
秋冬之时，松榕叶绿。晨风吹
拂，翠竹含笑；夕雨骤降，巴蕉
郁葱。一年四季，景色分明
也。春雨霏霏，夏雷滚滚，秋云
朵朵，冬寒啸啸。

旧校之美，美在虫鸟和鸣，

禽畜共舞也。青蛙池旁唱，雌
蝉山上鸣，黄莺枝头歌；蜻蜓荷
上飞，蜜蜂花蕊忙，燕子梁上
舞；鲤鱼水面跃，家犬三更吠，
雄鸡五更鸣。

嗟夫！“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弹丸
之地，名声远播。

平中母校奇哉
新校之奇，在于校地神奇

也，新校选址，坐落陂板嶂之东
南，犹如猛虎下山，一跃千里
也。校建两江之襟，犹如双龙
出海，畅游四海也。校地曰雄
鹰，飞鹅岭山脉为左翼，天堂嶂
山脉为右翼也。两翅搏击，昂
首飞向南海也。平定圩地，民
称舰舟。历次洪灾，只有水花
边洩。平中与镇府，共处纵轴；
平中与平小，共成横轴。党政
掌舵，学校扬帆，嗟夫！平中真
乃乎风水宝地，何愁弟子不甲
第魁科！

新校之奇，奇在后花园也，
入斯地，欣然也。观奇景，陶然
也。曲径幽静，如入仙景；桃红
柳绿，若百花园。杨柳依依，风
姿万种；花草娇娇，露凝芬芳。
毓秀钟灵，聚山川之壮美；得天
独厚，集方圆之菁华。日出东
方，书声琅琅；月上柳梢，灯火
熠熠。嗟夫，斯地斯景，何不奇
哉！

平中母校贤哉
母校之贤，在于先生之圣

贤也。湖水作墨，难写师恩情
深也。谆谆教诲，如潺潺溪流；
声声叮嘱，似嘤嘤音符。情如
三春暖阳，缕缕灿烂；义若掌心
化雪，滴滴晶莹。

大地作纸，难载恩师丰功
也。早年二中，进步教员，舍身
取义，光照后人。立国之初，数
批高知，远离闹市，奔赴山村。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高塔作笔，难写恩师之春
秋。寒来暑往，冬去春归；睡之
三更，起之五更；伏案备课，披
星戴月；以校为家，亲生如子；
粉沫喷墨，雪染青丝；三尺讲
台，无悔年华。

长江作画轴，难描恩师之
风彩。一支粉笔，书写大义；三
尺讲坛，指点江山。承万世之
师表，扬孔孟之遗风。点梦想
之火种，亮人生之明灯。春蚕
吐丝兮，以锦而作茧；蜡烛燃烧
兮，发光而烬身。

嗟夫，天苍苍何其高也，不
如恩师功德高；海茫茫何其深
也，不如恩师恩情深。借诗一
首，感激恩师。“讲台三尺赋春
秋，蜡烛韬光岁月稠。苦乐人
生多浪漫，课堂解惑亦风流。
人梯许愿终无悔，意乐甘心作
马牛。黑板传经扬国粹，培桃
育李壮神州。”

平定中学母校赋
■华玉超

茂名晚报讯 近日，高
州市老年大学书画班学
员开展“迎新年，写春联，
送祝福”活动，通过一副
副春联传递对新年的美
好愿景。

活动现场，书画班学
员现场挥毫泼墨，笔力雄
健，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一副副喜庆、吉祥、满载
祝福的春联随笔尖跃然
而出，一张张红红火火的

“福”字在他们的手上传
递。

看 ，他 们 所 写 的 春
联字体有楷书、隶书、行
书……各具特色，内容丰
富且积极向上，洋溢着节
日的喜庆气氛，荡漾着墨
汁的扑鼻芳香。仅仅两
个小时，书写的春联达百
余副。

此次“迎新年，写春
联，送祝福”活动，既营造

了喜庆吉祥的节日氛围，
也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书画班学
员开心说：“写春联不仅
拓宽了视野，增加了对汉
字的认识，还培养了创造
力和艺术鉴赏能力，让大
家在红红火火中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陈珍珍通讯员 钟源）

翰墨飘香迎春送福
高州市老年大学开展迎新年写春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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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市老年大学书画班学员正在写春联。 通讯员钟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