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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素问·移精变气》”
健康快乐周刊

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写诗、养花
63岁的董老性格开朗，十分健谈，在他的生活

中，写诗、养花是两件“大事”。小时候，他便对唐诗
十分感兴趣，为此还曾向邻居借了一本《唐诗三百
首》回家抄写，“一笔一划地把整本书抄了下来。”

20 来岁时，他走上了工作岗位，那时，他的
工资是 1 个月 20 多元，工资的一大半被他用于
买书，“以与诗歌相关的书为主。”在大量买书的
同时，他还开始尝试着写诗，“我曾在一个日记本
上写了几十首诗，可惜，那个日记本后来丢了。”

他惋惜地说道。
多年来，董老一直坚持写诗，此外，他还十分

喜欢养花，在他的家中有 100 多盆花，其中以月
季、兰花为主，“光月季就有80多个品种，兰花大
约有20来种。”他说，每到春秋时节，家里的月季
竞相吐艳，阳台上一片姹紫嫣红景象。

除了写微博、玩微信，他还会美图
与同龄人相比，董老是一位新潮的老人，他

不仅写微博，玩微信，还会用美图软件美化图
片。3 年前，在一位花友的建议下，他开始写微
博，“在微博上晒养的花，与花友们交流、沟通。”
期间，他在微博上发了一些自己写的诗，引起了
不少网友的关注。

最近，董老又学会了玩微信，还通过微信结
识了不少花友，“大家每天在微信上聊聊天，十分
有趣。”他说，为了方便在网上晒图片，他还学会
了用美图软件美化图片，“美图秀秀之类的美图
软件，我都会用。”

家中自建抗日文物陈列馆
张老自建的抗日文物陈列馆位于他家的地下室内，面

积约 20 多㎡，陈列馆里整齐地摆放着日军用过的防毒面
具、刺刀、头盔、军号等抗战文物。张老说，自己从2006年
开始收藏抗战文物，为了寻找、搜集抗战文物，他先后走访
了全国几十个抗战纪念馆和抗日战场遗址，“2013 年 8 月
15日，我在家中的地下室建起了抗日文物陈列馆。”

自从 2006 年起，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收集
抗日战争文物上，他说，收藏这些抗战文物是为了让后人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金钱，但我觉
得十分有意义，很值得。”

已收藏500多件抗战文物
据了解，从2006年至今，张老从国内外收藏到了500

多件抗战文物。今年，在一位美国朋友的帮助下，他收藏
到了一批美国飞虎队的抗战文物，“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皖江是日军的重要运输线，而我
们安徽是飞虎队打击日军的重要战场。”

略显陈旧的飞虎队军装、沉甸甸的餐盘、完好的军用
望远镜……这些都是张老视若珍宝的东西，而墙上的黑白
战事照片，也是他通过查询旧报纸等渠道收集来的，“这幅
老照片讲的是 1943 年 12 月 30 日飞虎队 5 架飞机轰炸望
江县长江上的日军军舰，一架飞机不幸撞上日本舰船而坠
江，4名飞虎队队员壮烈牺牲。”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张老
家里，他拿出自己的空竹专用包，“这个包已经是
第三代产品了，一开始是收口的，第二代是斜背
的，现在这个是双肩包，因为空竹杆子长，所以就
特制了一个放杆子的袋子，拉链也是朝内部开，
非常安全。”

张老做的包非常精细，也很美观，经常有伙
伴们会来寻他做个。说起这个缝纫手艺，还要从
他年轻时候说起，“年轻的时候，工资不多，抚养
三个孩子，穿衣服也费，我就自学了缝纫，没想到
就变成了一个兴趣爱好。”

张老对缝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一发不可
收拾，包办了所有家人的衣服，还经常有同事、邻
居们来找他做，“下班回家就是做衣服，做睡裙
啊，唐装啊，后来西装也做。”张老老伴告诉记者，

“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做得精细，大家都喜欢，
很多好多年前做的衣服现在看着还很好呢。”

现在，年纪大了，张老对做衣服已经跟不上
节奏了，不过在家里的入门处小阳台上，还摆放
着张老的“好伙伴”缝纫机，“还可以做做小的，像
包就经常做，送给大家。”说着，张老拿出自己装
平板电脑的小包，里层还很细心地做了一层绒布
防止刮花，虽然只是一个小包，但非常漂亮。

老汉自学缝纫成“专家”
小包做得精致，上门求包的人快要踏破门槛啦

写诗、养花，六旬老翁生活好惬意
写微博、玩微信，会美图，他真的很新潮

退休老教授
自建抗日文物陈列馆
2006年至今，已收藏500多件抗战文物

家住合肥市蜀山区光明社区的69岁老人张兴华退休
前是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的一位教授，自从2006年退休
以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收集抗日战争文物
上，“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收藏了500多件抗战文物。”

张老在展示抗战文物

□王洁 张静 罗授莲 记者 马冰璐

对于合肥市汉嘉社区的六旬老翁董明智来
说，写诗、养花是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不仅诗
写得好，花养得美，他还十分新潮，不但会写微
博、玩微信，还会美图。

每天早上，合肥瑶海区车站街道辖区居
民张林，便会准时到达逍遥津公园，在这里抖
空竹，他可是练空竹的骨灰级玩家，不过已经
71岁的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缝纫。他还有
“专利”呢，“练空竹的伙伴都是用我做的背
包。”

□韩月勤沈佳吕子娟邓浩然记者祁琳文/图

张老原本在越剧团上班，1985 年到了
解放电影院，2004年退休后，看到邻居伙伴
们都在玩空竹，他便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这
项运动非常好，能锻炼全身，尤其是颈椎和
肩周，像我们老年人，还真是该多锻炼锻
炼。”说归说，张老还能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
作来。

每天早上 6 点半，张老就跟朋友约好，
到逍遥津公园锻炼，“初学不难，但是要想玩
出来花样就得下一番功夫，二龙戏珠、盘丝、
捞月这些都是花样。”

张老从自制的双肩包里掏出一条长长
的彩带，有7.5米长，“这个套在空竹上，用脖
子的力量来带动，想看就来逍遥津吧。”

盘丝，
捞月的空竹动作可是拿手好戏

爱好做衣服
缝纫机是他的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