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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初始创作者是李老—李振泉先生，这个世界上令

我最为尊重和景仰的人。这本书的出版是几年前李老和母亲及儿

女们之间的一个约定，那时，李老和母亲共同生活了五个年头，幸

福满心。

李老学识渊博，豁达乐观。一生走来，在教学、科研、从政领

域均有诸多建树，是我们最为仰慕、敬爱的长辈。

母亲魏淑杰退休于林业部门，自父亲去世后便去了深圳姐姐

李国惠那里生活，在深圳四海情老年大学学习国画。母亲贤淑善

良，勤俭好学，通情达理。

2001年，在老年大学国画班里，两位老人相互结识，经儿女

撮合结为伴侣。他们相互切磋画艺，倾诉心声，参研佛法，透视人

生。晚年生活愈发充实和富于色彩。

至今我依然记得，当时李老坐在家里的那张老式转椅上，慈

祥地看着我说，他打算写本书。在那之前，他的《爱晚集》出版不

久，我笑问：“这回还出画吗？”他说：“都有！有画有文。这回的画

是我和你母亲共同的！你也写些内容进来。你哥你姐都要写。”我

明白了。李老和母亲两人在耄耋之年，相识于绘画，相知于绘画，

结缘于绘画，相爱于绘画。自从二老共同生活后，两家儿女以他们

二老为中心，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同出，其乐融融。

四教3栋3门405号的旧宅，曾经，这里是儿孙们最温馨的向

往，工作学习的匆忙挡不住我们回家的脚步，一部陈旧的老式话

机，连接着海内外的八方亲情，这里有我们无比爱戴并为之自豪的

两位老人，这里有满室诗文墨香；在这里李老撰写、整理了此书第

一篇的稿件，写下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文稿《丁亥年中秋还乡记》。

他期望用这本书记录下他晚年生活的不拘一格和母亲共同生活的

幸福愉悦。可是，李老还没来得及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便溘然长逝。

呜呼，哀哉！

如今，在我们兄弟姐妹的通力合作下，完成了这本书的出版。

李老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我们可以告慰李老的在天之灵。也了

却了压在我们心头的沉疴。此书虽不能完全展现李老自勉自挽联

中： 

我遵天道，庭闻古训，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学道师道研道政道艺

道，皆有所成，皆有所乐，佛号声中临凡界。

情递天堂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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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我，历史风雷，人世沧桑，逆境顺境，家情亲情师情友情邻

情，翰墨流香，丹青荟翠，潇洒自在立云天。

的博大情怀，但却可以读到他厚重的以往，感受他“学道师道研道

政道艺道”的点滴，重温那“家情亲情师情友情邻情” 的美好记

忆，吸允那为人之典的精神与品格。

希望此书能带给大家精神食粮，也希望这些文字能让人们更

多地了解为理想上下求索，不拘一格，言传身教，求同存异的李老

以及他和母亲的幸福晚年，并能分享这里的文墨书香和我们这个

大家族的快乐！

天地间遥不可及，我们相信真情可达。此书将带去亲人、友

人、晚辈的真情，带去我们永远的思念。

                      

李国欣 

200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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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同时约我到她女儿李国慧家现场作画，第一次去还有班上好

友魏银珠，我们共进午餐。这就是我们书画情缘的开始。

我们在书画活动之余，还曾有登南山的活动。由大南山始登，

攀上海拔300多米的最高峰，迂回南下，由小南山下山到海上世

界，然后回家。首次登山，是由她的女儿李国慧开车送到山下。第

一次见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为配合课堂学画花卉草虫，还有几

次到小南山捕蝶，大大增加了学画的情趣和实物的观察。

经人介绍，我俩先后参加到群众自办的蛇口四海情老年大学

的国画班学习。这里成员多半是当年创建蛇口招商工业局首批派

下的科技与管理人员，离退休后仍留下居住的老年人，以及早期

来深圳创业人员的父母长辈。物质与精神条件比较优越，画班活

动以及管理都比较活泼多样，充满自为、自乐、自学的积极性。在

这样的环境下学习，精神愉快。我被聘为老年大学的顾问，并又积

极参与各项活动。2001年春，在一次去庐山的旅游活动中，我们两

人互相关照，结下了初始的感情，彼此都了解了个人的生活经历、

曲折与坎坷，交流了对前途的认识。后来在子女的关照下，特别是

李天琴与杨长胜，李国慧与纪明武两对女儿、女婿的全面安排下，

2001年10月1日，为中秋赏月，两家人组成了广东从化温泉公园及天

湖公园、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小团队，共同出行。首宿温泉公

园，天琴、国慧正式出面同我俩谈及老年结伴之事，并在住宿安排

上分为三室三家，我们两位老人一室，天琴、国慧两家各一室，这

一天就是我俩结婚的纪念日。这一天的决定对任何人都是思想观

念的大冲击，大革命。年轻人的积极主动、现代观念的思考，具体

条件的分析；老年人新旧观念的冲突，最终还是都统一到一起，接

受了子女们的意见与安排。当晚，共同在温泉游泳池游泳，又包小

一、亲情融融

2000年，当新世纪到来之际，75岁的父亲，又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那一年，他与魏姨结伴，幸福地生活在亲情、友情的包裹中，感受着关爱，

燃烧着激情。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翰墨丹青，写出了生活的高雅，绘出了夕

阳下的彩虹。

翰墨情缘

桑榆未晚，为霞满天。新世纪2000年10月初，在深圳南山区

老年大学国画班的课堂上，两位鬓发斑白的老头与老太太，巧遇

坐到一起。怀着对国画学习的共同心愿，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追

求，新同学见面，首先问及来自何方、何单位。在那遥远的南国海

滨深圳的南山蛇口，一位是长春东北师大地理系工作50多年的离

休教授，一位是曾住在东北师大校区的吉林省林业系统退休的职

工，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样的老年，在南国的同一教室相

会，两人都感到惊异。尽管两人的年龄不同（出生于1925年、1933

年）、经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但目前是坐在同一间教室、目标一

致、爱好一致的同学。也是一种新形式的“以文会友、翰墨同窗”。

虽然都是首次参加老年大学学画，学历时间差不多，但经过一段

学习作业和临场作画，差别是明显的。在课堂上有老师现场指导，

评画，不能更多互相帮助；但在私下，不知何时，有了“师徒”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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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情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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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装修设计时征求我们的意见，每个房间都在最明显的位置挂

出我们的书画作品。处处表现出尊老敬老的浓重亲情。沛然、亚秋

住到梅花山庄别墅小区，在梅林关外，距我们较远，定期把我们专

车接送，由于他俩都在南山区上班，几乎都是早出晚归接送我们。

他们那里房间多，游艺室的乒乓球案可作书画大桌，院外有花园，

书画活动也极为方便。沛然还送我们去参观农村书画……这三家

给我们的支持使我们有同样的亲情感受，我们的幸福是他们给与

的，我们的书画之情以及书画进步也鼓舞他们。我们的健康愉快，

是他们的希望，也是减轻他们的操心。虽然我们是三家轮流居住，

但一点也没感到拘束不便。

几次回到长春，老友亲朋都说我们是“候鸟”人物，都为我们

的老年结伴，同心同愿，共学书画，南北游飞的生活方式，扼腕称

叹。

2004年6月27日回到长春，恰逢八十寿辰（7月1日），白发龙钟

的同龄侪辈，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教研室同事，城环院，开门闭门的

研究生弟子等都分别举行祝寿会，《爱晚集》祝寿歌记有“师生

亲友皆祝寿，酒肆穿梭喜盈盈。”寿庆兴奋之余，在天鹰的联系印

刷和书稿打印，外孙冬冬的电脑图形处理，以及魏淑杰女士的书

稿选编等多方协助下，由师大印刷了《爱晚集》上集（诗文篇）和

长春市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了下集（书画篇）。由此完成了离休后

的阶段性成果，耄耋之年的新著，这也是亲朋挚友、同辈同道的喜

事。回首往事，喜看今朝，深深感到儿女亲情，魏李结伴，四海友

情的大环境，带给了我们心情舒畅，画意浓重，生活情趣高涨的结

果。

谈到我与老魏的书画情缘，每次画班课堂上，老师讲完，学员

池泡温泉，共赏中秋月，渡过了极其美满、幸福的一天。

温泉之游归来后，2001年10月25日，四海情老年大学为我俩老

年结伴召开贺婚大会，赠画、书、诗、印、物等，盛况空前，新闻媒

体深圳商报、南山日报、蛇口报争相图文报导，深圳故友皆闻之而

来祝贺。王伟赠句：“同乡同窗同心愿，共砚共枕共白头”。当晚记

下了“辛已重阳老人节感怀”，其中有“四海大学书画友情助我老

年结伴，黑土乡情儿女亲情促成魏李成姻……顺心见性，了却人间

俗凡事。皓月清风，舒眉雅兴书画情……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白头

日久天长”。“霞光满天，但求夕阳无限好。桑榆未晚，何须惆怅近

黄昏”（《爱晚集》257-258页）。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老年生活

的潇洒浪漫人生。

2004年5月10－11日，四海情老年大学何崇寿老师策划，并全

力以赴为我八十华诞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大展厅内200多件书画，

竹刻展品，形式隆重，盛况空前。这是自己内心渴望，但又是自己

不敢想象也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筹办过程，魏淑杰女士是我的主

要助手，也有作品参加。在深圳的子女支持筹办，全部出席开幕

式，并当场资助四海情老年大学。友情、亲情永远难以忘怀。

老年再婚，不是新婚，居住在深圳的子女家中，又是有一种特

殊的新的感受。可说是以我们的书画活动为中心安排我们的起居

行止。参加四海情老年大学书画班上课和活动，就住在天琴处，

蛇口景园大厦16A，专为我们准备了卧室卧具以及宽敞的画桌，特

别指出是女婿杨长胜专门为我们从沈阳天一阁购来裱画机和设

备，时时都在关怀我们书画的进步。同时我们还在南山区老年大

学书画班上课，那时我们就住到光大新邨和新居阳光棕榈园的国

慧家。同样为我们安排新的卧室，画室与书画厢柜，女婿纪明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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