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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有个“诗词之家”：祖孙三代以诗润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雪炎

岁月如歌，春意盎然，春风所过之地，无不成诗。
在常德澧县有个“诗词之家”，祖孙三代人和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丈夫曾每日写三首情诗；

妻子在各个网站论坛发表现代诗歌；公公更是醉心古诗格律，亲手写下一本诗集赠予孙儿。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4 月 11 日，湖南省作协会会员刘尚菊笑着对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谈起了一家三代和诗词的奇妙缘分。

“老爷子写下了几百首诗词，出版

了好几本诗集，毫不夸张地说，我儿子

李明远从小就是读爷爷的诗长大的。”

刘尚菊笑着说。

从小，李明远就喜欢跟在爷爷屁

股后面看他写诗，稍稍大些就开始跟

爷爷读诗、背诗。

刘尚菊回忆，儿子从读三年级开

始，就喜欢捧着爷爷的诗集读，家人

聚会时也常聊到爷爷的诗。慢慢地，

她发现儿子对格律诗词十分喜爱，在

他写的作文中，不乏一些原创的“五言”

“七言”，有的平仄还挺合。

察觉到儿子的“文学”萌芽，刘

尚菊便也不吝引导，从小培养儿子写

日记的习惯，让他尝试用自己的文字

记录生活。刘尚菊还常把很多动画片

的片段画面打印出来，给儿子练习“看

图写话”。从最初的一句话，到一段话、

一篇故事，儿子的文字表达越发流畅

细腻。

“直到现在儿子一直保持着喜欢文

字记录的习惯，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

表的东西，文本常采用四言八句的形

式，这都是老爷子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尚菊欣慰地说。

去年，李德若 80 岁寿辰当天，送

了一本手写的微型诗集给他孙儿，书

名为《送孙儿明远诗词》，以作勉励。

诗集里，从李明远出生、2 岁、3 岁，

到创业成立公司，老爷子都用诗词记

载，二十多首诗词，薄薄一本，却用

情深厚。“老爷子不仅是用诗词的方式

记录孙子成长的点滴，也是想通过这

种方式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递给

后辈子孙。”

现在，这本诗集被李明远摆在自己

的办公桌前，常读常省。闲暇时分，他

便常回家陪爷爷喝茶品茗，谈诗论道。

读着爷爷的诗长大
“我的公公李德若先生算得上‘诗

痴’。”在儿媳刘尚菊眼里，李德若对

中华诗词的爱好已经可以用“痴”字

来形容。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因诗结

缘。

刘尚菊回忆，自己第一次去丈夫李

军家里做客，进门就看到他的父亲李

德若正伏案写作，身旁书桌上摆满了

各种诗词古籍，“老爷子问我业余时间

读什么书，我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唐

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老爷子听

完就两眼放光，满脸笑意，马上说要

认下我这个准儿媳。”

嫁入李家的这二十几年来，刘尚菊

深深被李家的书香家风所吸引，尤其

是被公公对于中华诗词的热爱所打动。

“家里人讲，公公小时候没上过什

么学，参军之后热爱文艺，接触到古

典诗词，爱上了就去学、去钻研。”刘

尚菊说，老爷子藏书上千册，每次寻

到好书都会亲自动手重新包上书皮、

撰写书名，尤其是关于格律的工具书，

更是成套地买，“他对诗词格律韵是出

了名地‘讲究’，读了几十年书，记了几

十年的笔记，练了几十年，也写了几十

年”。

“那个老倌子退休后简直是‘魔怔’

了，一天到晚坐在桌前写诗，连饭都

不记得吃……”从婆婆长久的嗔怪里可

见老爷子写诗填词时有多么忘我。

“古有‘阳明格竹’七天七夜，今

有德若先生填词不分昼夜。”刘尚菊说，

这些年，家里常有诗友互动，老爷子

诗词创作的手稿也越摞越高，一本本、

一页页，字斟句酌推敲的痕迹十分醒

目。

家有“诗痴”老爷子

嫁入李家 27 年，刘尚菊自己也在

诗词文学方面有所发展，而她的写作

之路与儿子的“倒逼”密不可分。

“结婚之前，我先生常常写情诗给

我，一天三首。”在书香家庭长大的丈

夫李军用诗歌传情达意的同时，也把

对于诗词的热爱传递给了刘尚菊，“我

在他的影响下也走上了念诗、爱诗、

写诗之路”。

2004 年，刘尚菊在网络论坛上写

下了第一首现代诗，之后，闲暇时间

偷偷换“马甲”在网络上写诗成了刘

尚菊的生活乐趣。

2019 年，即将退休的刘尚菊有些

迷茫。一次儿子骑单车载她回家的路

上，看着已经二十一岁、长得高高大

大的儿子，刘尚菊不禁感慨起自己青

春不再。这时，儿子转过头来对她说：

“妈妈，我知道你热爱写作，写作让你

保持年轻态，你的第二春，可以从五

十岁开始。”

在儿子的鼓励下，刘尚菊写作并

出版了随笔散文集《我的青春从五十

岁开始》。退休后，她依然坚持每天写

分行诗、散文，作品时常活跃在全国、

省、市各类报刊杂志上。

“我儿子每天都会读我的文字，遇

见喜欢的，他还会很有仪式感地和我

认真探讨写作上的问题。”刘尚菊说儿

子在家时，常常沏一壶茶，坐下来，

和她交流读后感，对于她的文章，儿

子不吝赞美也常提意见，“还夸我的散

文写得有人情味”。

“我家先生常跟我说，我一双写诗

的手要保养好，让我少干家务活，这

是他对我写诗的支持。”这些年来，李

军常常转发她的文章，把爱写作的妻

子当成他的一张名片，引以为傲。闲

暇时间，还常带她出去采风，配合她

拍照、采花，找寻写作的灵感和素材。

就连公公也常在共同的诗词创作

群里聊对刘尚菊的文章作出认真的点

评。“有一回，我发了一首即兴的词，

老爷子在群里写了一大段话点评，大

概意思是我有诗词创作方面的潜力，

鼓励我继续研学，多创作。”

如今，诗词创作早已成为刘尚菊

一家的一部分，随时用分行诗、长短

句记录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2021 年，刘尚菊接过老爷子的接力棒，

加入常德澧县诗词学会，编撰诗集、

处理事务，为诗词传承献力。

“诗词并不是只有阳春白雪，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都可以写进诗里，永

葆一颗‘诗’心，把生活过成诗，这

就是我们家的幸福秘诀！”刘尚菊笑

着说。

儿子“倒逼”出作家妈妈

诗书传家，文化育人
陆士桢（宋庆龄基金会荣誉理

事，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
结缘诗词祖孙三代，通过诗词

歌赋传承传统文化，赓续优良家风，

令人赞叹，值得发扬。

“诗词之家”凸显文化。在这个

家庭里，诗歌不仅仅是受到喜爱的

文学形式，更是一种醇厚的文化精

神滋养。对祖孙三代来说，诗歌体

现着民族文化，读诗、写诗是传统

价值的重要传承方式，成员爱诗、

读诗、写诗，汲取的是文化价值，

是行为准则，是健康的情感和心理，

是厚重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故事告

诉我们，读好书，把爱书读书、读

诗写诗作为家庭生活的日常与习俗，

是新时代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形

式。

“诗词之家”胜在传承。醉心古

诗格律的爷爷，写作、编撰诗集的

妈妈，读着爷爷的诗长大的儿子，

随着爱好诗歌的传统和习惯的代代

相传，精神与文化的种子逐渐成为

这个家庭的传统和精神本质，成为

体现深层次精神价值的家风，诗词

歌赋中蕴含着的“廉洁守法，勤俭

持家”“忠孝仁爱，诚信和谐”“志

在天下，家国情怀”等中华民族的

文化精髓代代相传。

“诗词之家”贵在育人。“诗词

之家”的儿子李明远从小就是读爷

爷的诗长大；爷爷 78 岁寿辰那天，

送了一本手写的微型诗集给他，书

名为《送孙儿明远诗词》，以作勉励。

其实一个家庭真正能够传递给后代

正是这样的精神财富，是经典阅读、

传统文化涵养出的良好家风。

“诗词之家”是文化之家，和睦

之家，必定也是一个幸福之家。

专 家 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