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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记者 李静 李岩松

双双闯进诗词大会

2月1日，记者见到廖珮盛的
时候，他还穿着参加中国诗词大
会时的那件红色卫衣。“红色，为
了图个好彩头。”卫衣是妻子刘晓
晖从网上买的，后来洗了几次，多
少有点缩水。廖珮盛憨笑着说：

“老百姓过日子嘛，这就挺好。”
过完年，廖珮盛家的窗帘店

生意又忙起来，一拨一拨的顾客
来到店里，也有人会认出他们来。
就像做梦一般，他们在不久前刚
刚经历了高光时刻——— 夫妻双双
闯进中国诗词大会。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
气自华。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廖珮
盛他媳妇，我叫刘晓晖，我从百人
团里冲出来了。”聚光灯下，刘晓晖
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介绍着自己。

镜头摇过去，聚焦在百人团中
的丈夫廖珮盛身上。廖珮盛喊着：

“媳妇，你太棒了。今天一定好好
加油。上次我分数有点低，今天争
取拿个最高分。”

一个诗词梦，他们做了好多
年。“我喜欢古诗词，喜欢韵律，尤
其爱读苏轼的诗词。”刘晓晖说，

“结婚以后，我有空就读诗，也带
着我爱人一起读诗。”在妻子的影
响下，廖珮盛也渐渐喜欢上了古
诗词，只不过繁忙的工作让二人
暂时放下了心中的喜爱。2016年

《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播出，立
刻让廖珮盛和刘晓晖夫妇着了
迷，也点燃了二人心中对于诗词
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火。“从
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梦想，
希望有一天也能登上这个舞台。”
刘晓晖说，每届诗词大会他们都
报名参加，已经连续五六年。2021
年，廖珮盛曾报名成功并进入千
人团。2022年，夫妻俩都报名成
功，经过海选进入百人团。

在台下，选手们猜想，要是这
对夫妻打对手赛会是什么场景？
而台上，夫妻俩并没有成为对手。
廖珮盛坦言比赛时有些紧张，刘
晓晖在台下捏着把汗。刘晓晖说：

“隔着这么远，咱没有遥控也不能
指挥他呀。”廖珮盛接了一句：“我
就是看到他们时紧张，要是对手
是我老婆，我就不紧张了。”刘晓
晖斗嘴：“你是说看到我，你就赢
了？”

“成绩是次要的，”刘晓晖说，
“重要的是现在梦想已经实现
了。”

一帘诗词梦

廖珮盛家的窗帘店开在临沂
市罗庄区，附近有两所学校，四周
都是居民楼。这个位置，他们当初
看了好久才决定盘下来。

廖珮盛今年41岁，刘晓晖39
岁，他们在2004年结婚。两人老家
都在农村，新婚生活从租房开始。
刘晓晖很知足：“日子一直都是向
上的。”婚后的刘晓晖在家照顾孩
子，丈夫廖珮盛外出打工。大女儿
上小学后，刘晓晖才腾出空工作。
夫妻俩埋头赚钱，买了套房子，还
租了个车库卖成品窗帘。他们每
天与尺子打交道，跟布讨生活。冬

天，刘晓晖手上常常生满冻疮。窗
帘店的口碑越来越好，顾客会提
出更多需求，刘晓晖便决定自己
动手裁制窗帘。刘晓晖记得，买第
一台缝纫机时，她不会用，廖珮盛
就站在一旁帮忙转动手轮，闹了
不少笑话。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
五车书。”廖珮盛最喜欢杜甫的这
两句诗，他觉得这是自己生活最
真实的写照。

2013年，他们终于“钻”出车
库，开了现在这家窗帘店。窗帘店
有两层，上下总共有100平方米。
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廖珮盛就骑
着电动车载着刘晓晖一起到窗帘
店。夫妻俩分工明确，廖珮盛负责
安装窗帘，刘晓晖负责裁制窗帘。
到了“五一”“十一”假期，窗帘店
的生意进入旺季，忙的时候，两人
连饭都顾不上吃。刘晓晖说：“这
是一个工夫活。”一针一线都得磨
时间，磨出孩子的学费，磨出房子
的砖瓦，磨出一个家。

生活由这些组成，却又不止这
些。窗帘店的各个角落都贴满了廖
珮盛夫妇手写的诗词，他们将大部
分的空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诗词
上。在窗帘店，几乎每一款窗帘都
有一首诗。比如，有牡丹花样的窗
帘，就叫作“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
时节动京城”。再比如，有桃花花样
的窗帘，就叫作“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爱浅红？”有时两人有不
同见解，会为此争论一番，允许阳
春白雪，接纳下里巴人。

“廖三晕”和“营营”

在窗帘店里，记者把镜头对
准这对夫妻。刘晓晖坐在缝纫机
前裁制窗帘，廖珮盛把刘晓晖做
好的窗帘铺在地上，将铅笔夹在
耳后，拿尺子开始测量。画着画
着，廖珮盛突然发现算错了数据。

“你不光晕车晕船，现在还晕镜
头，你干脆叫廖三晕吧。”爽朗的
刘晓晖打趣道。

窗帘店一楼是刘晓晖的工作
区，她把诗词抄写在便利贴上，贴

在缝纫机旁，贴在身后的空调上。
刘晓晖字体稚嫩，但写得板板正
正。她很感性，读诗的时候，心情
此起彼伏，常常眼泪汪汪。

廖珮盛的工作区在二楼，熨
烫桌后边的一面墙就是他的黑
板。廖珮盛把诗词糊了一面墙，为
了研究诗词，他还打印了一张历
史表。等背到滚瓜烂熟，他就再换
新诗。在楼梯置物架上，摞着廖珮
盛的四五本手抄诗词本，纸张已
经带了岁月的痕迹。

缝纫机咔咔地响，布料在手
下一趟一趟地跑。电视是听不到
声音的，他们便用诗词来打发时
间。“做窗帘和背诗要一样用功。”
廖珮盛突然深沉地说。

有时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廖
珮盛会来上几句诗，“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同学调侃：“初中的时
候，没见他这么喜欢古诗词，偏偏
长大后痴迷上了。”外人也会不理
解，“背诗有用吗？”“早这么用功，
不早考上大学了吗？”

琴瑟和鸣的只有彼此。在一
起生活了将近20年，刘晓晖没有细
数过彼此的共同爱好，但诗词肯定
算一个。不像苏小妹三难新郎，也
不像李清照赵明诚赌书泼茶，廖珮
盛和刘晓晖常常斗诗。有时候刘晓
晖读了上句，廖珮盛接出下句，夫
妻俩还会来个飞花令或者诗词接
龙一较高下。“不论平地与山尖”

“无限风光尽被占”“酿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你一句，
我一句，接到无穷尽时，廖珮盛会
突然宣布，“你赢了。”

有趣的事情时常发生。有一
次廖珮盛打扫卫生，累到腰酸背
痛时随口吟了句：“长恨此身非我
有，何时忘却营营。”刘晓晖那时
没学过这首诗，她听后一激灵：

“营营是谁？”廖珮盛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一时红到耳朵根儿，经
过他的解释，刘晓晖终于明白了
这首诗的意思。

诗与生活

参加完诗词大会，日子像湖

面归复平静，他们如往常一样做
窗帘，读诗。廖珮盛说：“我们的生
活就是平淡的，平淡又有什么不
好呢？”

读诗的目的显得纯粹，廖珮
盛和刘晓晖没想达到什么成就，
或者成为诗人。他们不会作诗，不
懂平仄、格律，偶尔写几句打油
诗。有一年八月十五正逢下雨，刘
晓晖出门看到路边石榴红了。她
触景生情，嘴边溜出：“雨打檐后
树，风吹堂前花。坐看石榴红，秋
思落谁家。”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喜爱诗
词的半工半读的商人。”刘晓晖这
样定义自己。读诗也许改变不了
什么，寻找意义或者选择生活。但
对他们来说，读诗的过程就是全
部意义。时间久了，家里有了浓厚
的诗词氛围，二女儿也喜欢上了
诗词，就连话说不溜的小儿子偶
尔还能接上几句诗。

“我觉得学习诗词不仅仅是
让我们增加知识，还带给了我们
很多东西。”回想起自己与诗为
伴的这些年，廖珮盛感慨，自己
最大的收获，就是心境更加平
和，整个人也更加沉稳。“老实
说，以前的我也是个急性子，有
时候还会发个脾气什么的，但这
些年下来，已经很久没有着急上
火过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转
变。”秉承着“富贵必从勤苦得，
男儿须读五车书”的想法，多年
来，廖珮盛不仅沉浸在诗词的海
洋中，对《论语》《孙子兵法》等经
典的内容也是了如指掌，一些名
篇更是张口就来。

窗帘店离不开人，夫妻俩守
在店里，中午饭点就买盒饭对付
一顿。掀开窗帘，诗成了一扇通
往远方的窗。刘晓晖有时想去旅
游，看看丽江，看看西安，看看祖
国的大好河山，但她的内心并不
焦灼，“在古诗词中，我能够感受
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田园的袅
袅炊烟，感受文人志士的豪情壮
志。我一边做着窗帘，一边背着
古诗，感觉一针一线都像诗情画
意中游走。”

把平淡日子过成诗，山东“窗帘夫妻”闯进中国诗词大会

粗缯大布里裹着他们的诗词梦

记者 李静

诗词文化是我们的根，
诗词的熏陶在日常生活中
一直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人
们关注“窗帘夫妻”，是因为
他们身上具有反差感的故
事。和其他很多具有反差感
的故事不同，这对夫妻剔除
了压抑、矛盾的成分，在极
其平凡、遍布琐碎的日常
里，掀开窗帘看到诗意，并
将诗意裁进生活。一切都和
谐地发生着，诗词距离他们
并不遥远，就像光一样散落
在生活的细处，缝纫机旁、
置物架格子间，还有墙上。

生活有柴米油盐，也有
不如意。记者采访时，廖珮
盛接到顾客电话，对方说已
经网购窗帘，暂时不订货
了，廖珮盛笑着应声。进入
四十不惑的年纪，他愈发能
体会杜甫的心境，对杜甫的
诗有更深的共鸣，感慨着：

“这就是生活。”诗和生活不
是割裂的，诗词被写进窗
帘，也浸润着生活的细节。

“诗词能给我一种力量。”刘
晓晖说，“做窗帘是一个苦
活，但诗词让这一份辛苦甜
蜜起来。”

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
提出给廖珮盛夫妻拍张合
影。刘晓晖挽着廖珮盛的胳
膊，脸红扑扑的，廖珮盛挪得
离妻子近些，光正好落在他
们的笑脸上，就像一首诗。

记者手记

诗词让辛苦
甜蜜起来

谁说平淡日子里没
有诗。近日，《2023中国诗
词大会》总决赛落下帷
幕。赛场上，“窗帘夫妻”
廖珮盛和刘晓晖被聚焦：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
须读五车书。我叫廖珮
盛，来自山东临沂，是一
名窗帘安装工。”“粗缯大
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
华。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
廖珮盛他媳妇，我叫刘晓
晖，我从百人团里冲出来
了。”

赛场下，这对夫妻在
山东临沂罗庄区开着一
家窗帘店，夫妻俩每天与
尺子打交道，跟布讨生
活。对他们来说，比赛之
后日子还像往常一样，做
窗帘、读诗。

廖珮盛和刘晓晖做窗帘间隙对诗。

▲窗帘价签上写着一句句诗词。

2023年2月8日 星期三A04 看点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