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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捷

屏气凝神、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左
手中的布匹，右手中的剪刀游刃有余
地左转右旋，一阵窸窣声传来，不一
会儿，一条立体生动的“龙”便出现
了。

这，便是耄耋老人、退休干部曲
麟龙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15 本自制风琴册，每本 10 多厘
米厚、30 多厘米长、20 多厘米宽，
展开的内页平均长度10米，里面粘贴
的全部都是他自己从报刊、台历、包
装纸盒、布匹等物品上剪下的各种龙
图案……厚厚的一摞摞成为老人乐活
养生的独特见证。

而说起他与龙的缘分，可谓不
浅。他不仅名字里有个龙，属相也是
龙，除了这些自创的龙画本，还曾自
创龙字地书操……他的晚年生活，因

“龙”变得多姿多彩、有滋有味。
他与“龙”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故

事？近日，记者走访了曲麟龙老人，了
解了他与“龙”的这段特殊情缘。

巧手剪龙

1940年生的曲麟龙，如今声如洪
钟、身体康健、思维清晰，若不是提
前知晓，只觉得老人要比实际年岁小
很多。而这些，都得益于他乐观的心
态和独特的养生方式。用剪刀剪出

“龙”的图案，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属龙、名字又带龙，于曲麟

龙而言，“龙”早已不仅仅是骨子里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精神图
腾，更是一种相依相伴的特殊存在。
也因此，无论是看到含有龙元素的物
件，还是看到节假日专门打造的带龙
元素的装饰场景，他都会前去合影以
作留念。

2012年恰逢农历龙年，身边的龙
元素再一次扑面而来。看到这些，曲
麟龙突发奇想，何不将这些“龙”剪
下来粘贴收藏。于是，只要是在报
纸、杂志、台历、挂历、点心盒和礼
品包装盒等物品上看到龙图案，他就
会小心翼翼地剪下来。

儿孙得知了他的喜好，也都会帮
他留心这些物品，还帮他在网上搜索
有关龙的图片或物品。当他在网上看
到布匹上绣线绣制的龙更加威严霸
气、形象逼真时，便在孩子们的帮助
下，把喜欢的布买了回来并剪下来。

曲麟龙的画册本，也是他用家里
的牛奶盒自制的封面和封底，再用旧
挂历粘制并折成一格一格的风琴册。

他剪的龙可谓形态各异，有的鳞
爪飞扬、威风凛凛，有的盘旋蜿蜒、
灵动飘逸。为便于粘贴，他选的最大
的龙上下长度不超过本子长度，最小
的只有玉米粒大。每次剪他都小心翼
翼，龙须、龙尾、龙爪等细节都要考
虑到，剪好先贴到纸上固定形态，这
样更方便贴到画册上。布上的龙不好
剪，他就不断摸索，先涂抹一层浆糊
阴干，让布匹发硬，剪完后再把龙贴
到本子上。

“剪龙时，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
过去了，思想特别集中。”曲麟龙
说，他剪一条“龙”直到把所有的工
序完成，常常需要两三天，如此下
来，一本耗时两三个月。要说总共有

多少条“龙”，他也记不清了，在他
印象里，一本少的有十几条、多则几
百条。而他一坚持，就到了现在。

笔走龙蛇

在曲麟龙老人家中，除了这些册
子，还有几件物品颇为抢眼，那就是
他自制的地书笔，这也是他与“龙”
的另一个缘分：曾自创“龙飞凤舞”
的地书操，还善写“龙”字。

曲麟龙曾是我市公安系统的一位
干部，2004年退休后，他看到很多人
在南风广场练习地书，便加入其中。
但他另辟蹊径，用麻绳或废弃的拖把
头改制笔头，再用拖把的杆做笔杆，
用饮料瓶口和铁丝等来连接，制作出
了适合自己的地书笔，并自创了一套
边写边练的地书操。

原来，曲麟龙的老家是盐湖区金
井乡侯村。8 岁时，他每天上学都会
跟村里一位先生在白绵纸上练字，练
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让他深深爱上
了书法。后来，因为工作太忙，他一
直无暇练习。退休后，时间多了，也
有精力了，一下就点燃了他内心深处
的那份痴迷，便开始写起地书来。

但他不是简单地写，而是融舞
蹈、书法为一体，亦书亦舞，怡神健
体。写的过程中，他手舞足蹈、笔随
意动、意随身行。每个字有两平方
米，写在地上的字尤其是“龙”字，
也随着他的舞姿“龙飞凤舞”起来，
潇洒自如，遒劲有力。

每天上午8点到10点，南风广场
或航天公园的一隅，都有他“笔走龙
蛇”的身影，直到写够200多个字他
才离开。渐渐地，他的字写出了名
堂，写到了全国各地。他应邀前往各
地参加活动，旅游时也经常背着自己
的“家伙什儿”在景点里献艺，赢得
了更多人的赞许。可以说，运城关帝
祖庙、舜帝陵景区、普救寺、后土祠
等旅游景点，都有他的身影与笔迹。

如今，随着年龄增大，曲麟龙虽
然不再去公共场所写地书了，但偶尔
还是会拿自制的地书笔，在家里的地
板上练上几笔，写到全身通透。

龙马精神

无论是剪“龙”，还是写“龙”，
曲麟龙老人都以独特的养生之道，诠
释着“龙马精神”的丰富内涵。这一
切，都源于他从中得到的益处。

尽管在剪“龙”的过程中，他需
要戴着老花镜，拿着剪刀，使用胶水
也得小心翼翼，但在书桌构成的这方
小小天地里，他的精神和思想都特别
专注，心也变得格外安静。“这个过
程，不仅锻炼了手，让关节更灵活，
也让眼部肌肉不断收缩舒张，锻炼了
眼睛。”他说，而且龙背后所蕴含的文
化内涵丰富，充实了他的内心世界，
每当一件作品完成，在欣赏的过程
中，他感到精神愉悦。

无独有偶，写地书的过程同样是
让他受益的过程。在他看来，写地书
要气沉丹田，这不仅活动了手部、腿
部和腰部，也锻炼了大脑，陶冶了情
操。曲麟龙老人能有这么好的状态，
就是他坚持 20 多年地书最有力的印
证。

也正因此，曲麟龙老人总是传递
给人们积极向上的蓬勃力量。他的健
康理念，如涟漪般渐渐影响了身边的
老友们，悄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健康观念，他们也纷纷编写诗歌、
顺口溜等为他点赞喝彩。

曲麟龙不仅专门制作了一个本把
老友们的诗作都抄下来，在老友们的
影响下他也开始学着创作顺口溜，让
自己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富足。

“作为老年人，心态要好。”这是
曲麟龙最真实的感触。而他平和乐观
的心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子孙
后代，一家人紧紧拧成了一股绳。他
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考入了重点
大学，而后事业有成；孙辈们也都非
常孝顺。儿女孝顺、家庭和睦幸福，
也让曲麟龙有了更健康的身体和心态。

就像曲麟龙老人剪贴“龙”和写地
书一样，一剪一贴、一笔一画间是他乐
享晚年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岁月沉淀
后依然热爱生活，以龙马精神为笔续
写、传递生命蓬勃力量的诗意篇章。

耄耋老人曲麟龙：

指尖“龙”缘 乐享晚年

□原欣豪

我们的数学老师张老师，人送雅号“三
特老师”。究竟是哪“三特”呢？我给大家
介绍介绍。

特别忙
张老师简直就是个大忙人。她走路快

如疾风，“唰”的一下就过去了，那速度堪比
飞人博尔特。每当楼道里传来“哒哒哒”的
急促脚步声，我便知晓，一定是她一路小跑
着过来了。张老师说话如同连珠炮一般，
只为把更多的知识传授给我们。课间休息
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她一手拿着红笔，一手
拿着作业本，争分夺秒地批改作业。此情
此景，让我不禁想对张老师说：“张老师，您
辛苦了！”

特别严
张老师的严格那可是出了名的。记得

有一次写课后作业，我仅仅错了一道题，索
性就没有认真听老师讲解错题。老师得知
后，大发雷霆，怒目圆睁，极具压迫感，大声
说道：“不认真听我讲错题解析，就不会认
识到错误，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
是我第一次见张老师发这么大的火，吓得
我一动都不敢动。从那以后，无论错多错
少，我都会认真听老师讲题。

特别负责
张老师在教学上极其负责，她总是想

尽各种办法让我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比如
让同学们担任“小老师”。大家为了能把知
识点讲清楚，会提前认真钻研，这样既提高
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又锻炼了我们
的语言组织能力。张老师还会根据我们每
个人的学习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辅导计划，
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她总是耐心地一
遍又一遍地讲解，直到他们完全理解为
止。她常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我们
答疑解惑，只要我们有问题，随时都能找到
她。

特别忙、特别严、特别负责，这就是我
们的“三特老师”——张老师。

□孔春枝

尽忠尽孝当为本；
利国利民须乃先。
横批：忠孝节义

祖德持身勤励志；
家风传世永昭人。
横批：祖训常昭

真淳节俭仁为本；
质朴家声德有名。
横批：勤俭持家

以善待人琴意静；
从严持己道心长。
横批：善德昭人

耕读传家为学笃；
利名种德立身高。
横批：耕读传家

尊老消忧怀正礼；
扶危济困尚元方。
横批：仁礼养心

忠诚二字心中记；
节义千秋骨里存。
横批：义胆忠肝

清白做人行正道；
孝廉处事奉丹衷。
横批：正气凛然

家风善训扬三晋；
祖德深仁育万人。
横批：德馨梓里

清廉居世传家久；
勤俭抱诚种德长。
横批：清风朗月

让善训家风传万代；
将深仁祖德载千秋。
横批：世代相传

义气光扬，
探祖溯源弘德业；
宗亲博雅，
著书泼墨颂康平。
横批：家训策人

题家风家训联

我的三特老师

▲曲麟龙展示他的作品 记者 茹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