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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车窗，飞红叠翠，一派多彩
秋光。柿林丛内，树树挂金黄。何处飘
香阵阵？花椒绽，暗送馨芳。山楂果，
张张笑脸，新化入时装。

眸忙，观不尽，鹰飞碧宇，鱼跃湖
塘。大葱绿衣裳，姜傍篱桩。庄家丰收
景象，收割急，待入粮仓。真真是，心
融大地，神已入仙乡。

满庭芳·牛泉秋色

齐欢笑，人民热烈学公报。学公
报，树得肥水，叶繁枝茂。

改革开放指令到，犹如明灯前方
照。前方照，全民齐奔，金光大道。

忆秦娥
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近树远山一片苍，水中天上两红阳。
岸边垂柳已凝碧，坡低草芽早泛黄。
两座拱桥南北峙，一条曲径东西长。
满园寂静游人少，缘是早春气尚凉。

红石公园晨步

隔峪传来笑语哗，依凭科技种桑蔴。
新翻瓦舍沉云海，唯见红檐雾里斜。

山村新农家

王允静老人正在侍弄菊花。 亓怀斌 摄

王允静诗词四首

谦虚谨慎“自乐斋中”

用诗词来记录国事家事

于三尺讲台爱上诗词创作

与王允静交谈的过程中，记
者感触最深的就是老人内心的
豁达、开朗。老人在对自己近期
的总结中写道：我自己现在已经
进入了“第三青春”。第一青春是
指自己年轻时在学校的教书生
涯；第二青春则是指自己刚退休
进入诗词创作的关键时期；如今
已经83岁高龄了，可耳不聋，眼

不花，思维还算清晰，能继续进
行诗词创作是为第三青春。王允
静日常作息非常有规律，“我现
在每天早上都要练八段锦锻炼
身体。”王允静边说边给记者展
示了起来。除此之外，老人还有
吹箫和唱京剧的爱好，偶有朋友
来访、师生聚会也能来上几段。
王允静的一本诗词底稿封面上

写着“自乐斋中”四个字，其乐观
心态可见一斑。

王老创作诗词有个习惯，她
为自己写的每一首诗都编上号。
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信封，里
面存着的都是她写过的诗词的底
稿。记者拜访时，看到最新的诗词
底稿上一首《忆秦娥·学习十八届
三中全会公报》的题目前面就写

着“(5988)(三四〇)”的字样。意思
是这首词是总创作数的第5988

首，同时也是今年的第340首。
年过八旬还笔耕不辍，创作

出如此多的诗词作品，老人一直
备受外界赞誉，但谦虚谨慎的她
写下了这样一副自评对联：功过
并存，功能补过；公私兼有，公可
抑私。

“甘霖天降，滋润禾苗壮。
万里平畴翻麦浪，喜看丰收在
望。荣辱泾渭分明，言行唯有
准绳。共建和谐社会，同织锦
绣前程。”这是王允静创作的

《 清 平 乐·社 会 主 义 荣 辱 观
赞》。她的诗词有两个特点，一
是贴近生活，二是歌颂主流。
她喜欢用直白的语言反映现
实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家

事国事都不落。
贴近生活，使得她将诗词

创作当成了写日记一类的事
情。好友来访要写一首，电视
上的重大新闻也能让她有感
而发，抑或是闲来无事回首过
往 ，也 不 乏 出 外 旅 行 赋 诗 记
录……今年国庆节外孙女放
假，一家三代到青岛游玩，王
允静回到家一口气写了8首诗

词。随手翻看老人的作品，发
现其中总少不了对美好生活
的歌颂。“我也不是看不到社
会上一些不好的现象，不过我
总觉得那些好人好事、那些正
能量是主流，我喜欢赞主流，
颂正能量。”

诗圣杜甫的诗被称为“诗
史”，而自退休后，每逢国家大
事王允静也会默默以诗词创

作的形式记录下来。像北京奥
运会、中国航天工程、抗震救
灾等近几年发生的大事都能
在她的诗词里得以反映。2 0 0 8

年北京奥运会时，她为每一位
获得冠军的中国运动员都赋
诗一首。“有时候一天能增加
五六个金牌，那我就得抓紧时
间写，要不然当天的就写不完
了。”王允静笑着说。

王允静说，她退休后不甘闲
在家中，就又到莱芜市老年大学
教了7年的文学课。来莱芜的61

年里，王老把44年的时间用在了
教书育人上。多年的教书生涯让
她对教学工作产生了浓厚的感
情，她爱岗敬业，是中学高级教

师，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
秀共产党员，获得过莱芜市“园丁
奖”以及山东省老干部系统演讲
比赛一等奖。

教学的时候，王允静就十分
喜爱陶渊明的诗，喜欢诗中的意
境和作者的生活方式，渐渐地，她

也爱上了诗词创作。一边教书，
一边创作，外人看来是理所当然，
然而那个年代哪个老师要是随便
写首诗都会被看成不务正业，学
校是不允许的，所以王允静在退
休以前诗词作品并不多。退休后，
时间充裕了，被压抑很久的情怀

终于得以释放，王允静先后整理
出版《泰山风情》、《王允静诗文
集》、《王允静诗词曲联选》等。她
还是中华诗词学会首批会员，泰
山诗词学会理事，后来与师友共
同创办莱芜诗词学会，并担任会
刊《江北诗词》主编。

王允静是山东东平县人，生
于1930年，年轻时就读于济南师
范学校，1952年作为优秀教师被
选派到莱芜，支援老区教育。刚刚
解放，老区的学生年龄都比较
大，有的学生甚至比老师年龄都
大。给学生上第一节课时的情景
让王允静记忆犹新：喊完起立，
下面的学生“唰”地都站起来了，
看着有的学生个头比她还高，当
时心里砰砰跳了很长时间才赶
紧给学生回礼让学生坐下。为了
方便照顾女同学，她与全校8名女
生挨着住。别的老师宿舍里就一
张床、一把椅子，因为她是全校唯
一的女老师，还是班主任，学校就
给她多配了一张方桌，这让王允
静十分感激校方。

1962年，她又被抽调到百废
待兴的莱芜二中支援。据老人回
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二中
条件非常艰苦，分给教师的宿舍
非常潮湿，经常看到蛤蟆在屋里
蹦跶。后来，王允静一家四口住进
了只有12平米的小屋，晚上睡觉
很挤。老伴跟她开玩笑说：“睡一
晚上比站一晚上还累！”。

本报记者 王浩奇

瑶瑶台台育育桃桃李李 瀚瀚海海渡渡诗诗船船
拜谒莱芜诗坛常青树王允静

初冬清晨，阳光普射，粼粼波光，暖水静荷，晨练童叟，生机勃勃。记者向西绕过月波湖步行前往莱芜诗坛常青树王允允静的家。她早年来到莱芜支援
老区教育，并于三尺讲台爱上诗词。从讲台到诗坛，老人创作诗词曲等近6000首，用诗词记录生活，乐观豁达，忧国忧民，作品中蕴藏着无尽的正能量。仰
止之时，小扣门开。老人鹤发童颜，端坐窗前，若有所思。见记者进门，老人忙起身迎接，操一口东平话亲切地说：““快坐，快坐。”虽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
和蔼可亲，令人拘束毫无，心情释然。

为支援老区教育

来到莱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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