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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丁序长

平平生生唯唯爱爱打打油油诗诗

16岁参加革命工作，

在解放区发展经济

生于胶东的李逢旭虽然出
生在农村，可是父亲非常重视6
个子女的教育，所以小时候接受
了很好的教育。1945年，16岁的
李逢旭在亲戚的介绍下到掖县
一个地下党组织性质的商号工
作，主要负责为解放区进行采
购，以保障军民供应。“当时抗日
战争刚刚结束，掖县残破萧条，
来往的人也很少，还有很多日寇
投降前留下的碉堡、岗楼和围
墙。”李逢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说当时解放区很多东西的供应
都非常紧张，他和同事的主要工
作就是采购和运送。

“我们从事的是地下工作，
伪装成商人去敌占区采购，当时
最紧缺的就是青霉素等药品以
及一些汽车零件，最主要的采购
地点是青岛，有时候也要去上
海、天津、东北等地方。”李逢旭
告诉记者，当时他身边就有3位
同事被捕，幸运的是党组织都给
营救了回来。

李逢旭老人回忆起来当时
的工作说：“那时候金融系统发
展不好，我们还承担着取款的重
要任务。骑着自行车去莱阳提
款，三百多公里一天返回，非常
辛苦。”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同事
时说，当时那代人始终坚持忠诚
事业、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

神，直到现在他仍然记忆犹新。

19岁参加济南战役，

从此在济南扎下根

1948年6月，李逢旭奉命调
省政府集训，秋天得到上级通知
准备参加济南战役。“当时我们
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材料，包
括熟悉济南地图、国民党驻军情
况、重要设施和工厂、医院和学
校等，还有一些军队的制度政
策。”李逢旭说，当时大家的情绪
都很紧张，为了舒缓气氛，中秋
节之前组织安排学员到张店戏

院看了一场京剧。
“看了十来分钟，就来了紧

急通知，要求立即返回驻地收拾
东西去火车站乘车赶往济南。”
李逢旭说，当时每个人都背着行
军包，站在露天敞篷车厢里，上
半身露在车厢挡板上面，但是大
家都非常高兴，至少不用走路
了。“黎明到达博山，大家下车一
看别人，都是大花脸，忍不住哈
哈大笑。

解放战役结束之后，作战部
队撤离，李逢旭随接管队伍进入
济南。“虽然济南战役打赢了，但
是国民党队伍也不是这么容易

善罢甘休的，济南解放之后第三
天，国民党就派来飞机进行轰
炸。”李逢旭回忆说，当时他和战
友躲在战壕里，真的满身尘土、耳
闷眼晕，等轰炸过去之后，走出来
一看附近已经被炸得满目全非，
很多人受伤，听到的都是哭声。

不久，济南市慢慢恢复正
常，李逢旭被安排到济南工业
原料公司担任会计，后来被调
入山东军区政治部从事后勤管
理和军需供应工作，一干就是
30年。

“在战争岁月，我先后共事
百余人，共同经受了战争环境下
的工作考验，很多同志在建国后
也都被组织派到了需要的地方，
天各一方再没相见。”李逢旭老
人说，他永远记得这些同事，永
远记得这些共同经历了战争洗
礼的战友。

退休后自娱自乐，

做陶器写回忆录

1985年，李逢旭老人在山东
省地质勘探机械厂退休。退休
后，老人也闲不住，总是不愿意
在家里呆着。“我一退休，就去山
东老年大学报了名去上学去
了。”老人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条
件，没有上大学一直是他心里的
一个遗憾。“上了老年大学，也算
是弥补我心中的这个遗憾吧！”

上了三年老年大学，李逢旭
老人报了不少科目，其中最喜欢

的就是陶艺。“我喜欢陶艺是因
为以前家里有毛主席和周总理
的塑像，我天天看着，就想自己
能不能试着做做看。”经过学习
和琢磨，老人对陶艺的热爱与日
俱增，还专门在家里腾出一间屋
子作为自己的陶艺工作室。

“陶艺也是一种艺术，每一
个陶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
是生活的记录。”为了做陶艺，
李逢旭老人刚开始自己骑着自
行车到泺口附近的黄河边上去
挖泥巴，一次挖百八十斤用编
织袋装起来汽车驼回来。后来，
就开始到陶吧去买现成的泥巴
回来。

李逢旭老人的陶艺越做越
精，作品越来越多，远近闻名。为
此社区居委会还专门为他举办
了一场陶艺作品展览会，每逢提
及此事，李逢旭老人都非常高
兴，他说自己玩的东西被大家认
可非常高兴。当年展览会的宣传
板，老人一直不舍得扔，收起来
存放在了家里。

现在，老人因为眼睛的关
系，已经不再做陶艺了，他现在
的主要精力是写这本回忆录。

“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但是我
还能想能说，我想起来的就赶紧
告诉孩子，等材料积累得差不多
了，就准备开始写了。”李逢旭老
人给记者看了他现在已经整理
出来的一本故事集，取名为《难
忘的岁月》，书中40段小文记录
了自己各个年龄段的经历。

86岁的李逢旭老人：

写写本本回回忆忆录录，，回回顾顾这这一一生生
住在甸柳二居的86岁老人李逢旭正在筹划着写一本自己的人生回忆录。老人说，这一辈子不

容易，当过兵打过仗，天南海北干过工作，现在老了把以前的事情记下来，一是让自己这一辈子有
个总结，二是给孩子们留下点东西，让他们以后看一看。

李逢旭老人和他的陶艺作品。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恭迎福神进家门，儿女贺礼奉双亲，爆竹声中新年到，万紫千红总是春。”10日上午，一看到记者，丁序长就将他
写的“藏头诗”念给记者听。“我这首诗严格起来不是藏头诗，恭贺新春四个字存在每一句诗里，四句诗排列起来写，，
恭贺新春四个字可以斜着念下来。”丁序长老人说，这种诗的写作比藏头诗更难一些。

今年80岁的老人丁序长是济南市灯泡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他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写诗，尤其是藏头诗最为擅
长。说到他，不少社区居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很多人表示，读过丁序长老人的很多首诗，有人还曾向他求过诗。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为钻石婚老伴写诗

在记者与丁序长老人聊天过
程中，其老伴一言不语，坐在丁序
长老人身后的沙发上静静地看着
电视。“我老伴今年已经84岁了，
比我大一点，而且她身体不是很
好。”丁序长老人说，他每天最大
的任务就是照顾老伴，每天下午
都要陪老伴下楼散步遛弯，这也
是他感觉很快乐的事情。

为别人写诗，当然更少不了
为老伴写诗，丁序长说，他为老伴
写过的诗不少，在老伴过生日、节
日等，都会为老伴写上一首。“祝
福每年在此时，杨柳迎风轻摆枝，
美景如画秋气爽，泰然自若享盛
世，八旬如今寻常岁，十年之后庆
九十，寿比南山松不老，辰龙亦来
同贺喜。”这是丁序长在老伴80岁
生日时，为老伴写的藏头诗，“祝
杨美泰八十寿辰”。

丁序长告诉记者，他和老伴
1955年结婚，到今年正好60年，今
年也是他们金婚年，孩子们早就
盘算着好好为他们庆祝一下，而
他肯定是要为老伴再写一些诗。

“希望老伴身体健康，也希望孩子
们幸福。”丁序长说。

62年前写下第一首诗

10日上午，济南难得的
好天气，抬头就能看到湛蓝
的天空。家住甸南社区的丁
序长老人像往常一样，端坐
在客厅里，翻开一本有些磨
损的小册子，津津有味地读
了起来。

这本小册子是丁序长老
人的“宝贝”，上面记载的都
是他写的诗，不论是他最擅
长的藏头诗，还是为别人祝
贺节日所做的打油诗，如今
读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

丁序长告诉记者，小册子
上记载了大概有百余首诗，其
中大部分，他都能背出来，尤
其是1953年写过的一首，那也
是他平生第一次写诗。

“云淡风轻雪初晴，忽接

佳友飞来鸿，目下三过不忍
释，展笺疾书信一封。”丁序
长随即背诵起来。他告诉记
者，当时他读初中一年级，他
在外地上学，忽然有一天，他
收到了一封同龄同学写给他
的信，看了之后感触很多，随
手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也是
他写的第一首诗。

接下来的时间，由于平
时功课比较忙，丁序长一直
没顾上写诗，“我当时学习成
绩很好，很多门功课在期末
都考100分，而且还喜欢打篮
球、踢足球、演戏等，也算是
爱好广泛。”丁序长说，正因
为有着爱好运动的基础，他
后来被选拔进射击队，成了
一名运动员。

平日用写诗表达情感

后来，运动队解散之后，
丁序长被分配到济南灯泡厂
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他又开始大批量的写诗，
不论是表达自己情感的，还
是为别人庆贺。

丁序长常形容自己是性
情中人，感情丰富，看到什么

事情或者是偶遇什么人，包
括参加什么活动时，他的感
想很多，爱好写诗的他都喜
欢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最初，同事结婚或者是
其它喜事的时候，我都喜欢
为他们写诗。”丁序长说，他
记得1982年，同事王淑萍和

密柯水结婚，他就为这一对
夫妻写了一首藏头诗，“淑女
自有君子求，萍水相逢乐悠
悠，柯山两座牧骏马，水洼一
处饮骅骝，结发夫妻山海誓，
婚姻自由偕白头，志同道合
齐努力，喜报贵子溢河洲。”
顺起来读就是，“淑萍柯水结

婚志喜”。
爱好写诗，从此便一发

不可收拾。在丁序长老人的
小册子中，记录了几十首上
世纪80年代写过的诗，除了
写给同事，就是针对某件事
情所感。

▲丁序长老人读自己写过的
诗。

庆祝羊年春节，丁序长写的
藏头诗。

文/片 本报记者 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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