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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智，多事则形疲。

——《养生要集》”
健康快乐周刊

一静一动性格互补
罗爱庭与丁之惠是肥东人同村人，1957年，两人经

丁之惠姐姐介绍认识，“看他老实，长得也挺好看的，相
处一年多，合适就结婚了。”

那时，罗爱庭已经在合肥当学徒了，因丁之惠是家
中最小的孩子，“从小被照顾的多，她就不会干农活，后
来我便带她一起来了合肥。”罗爱庭说，从那之后，一家
人便在合肥生活了。

在一起经历了50多年，两人相处得很好，几乎没有
吵过架，罗爱庭退休后生活丰富，喜欢跳交谊舞，打拳击
剑，非常活泼，而丁之惠则非常安静，喜欢在家里呆着，
很“宅”，“我们两人非常互补，一静一动，也许这就是相
处之道，和谐之道。”

生病时丈夫说不要怕有我在
2006 年，丁之惠被诊断出患有骨癌。“那段时间住

院，全靠老头子照顾，擦身、洗头……老头非常细心，也
常常安慰我。”丁之惠说，当时得知自己患有骨癌，觉得
天都要塌了，“要不是老头子的照顾，我绝对没有今天。”

因为医生称丁之惠熬不过三个月，子女便买好了墓
地，丁之惠自己还去看了。“知道去看自己墓地的感觉

吗？我只有掩面大哭。老头子安慰我的那句话，我现在
还记得，他说，不要怕，有我在。”

不过，后来查出丁之惠并未患有骨癌，是严重骨质
疏松。得知消息的那天，一家人激动万分，丁之惠立马决
定，要与老伴补上一组结婚照，为了三件高兴事，一是病
好了，二是罗爱庭生日，三是两人结婚纪念日。

也就是这组结婚照，现在没事的时候，两人还拿出
来看看。

夫妻相处之道，贵在相互理解
现在，两位老人住在瑶海区车站街道辖区内，家里

被打扫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丁之惠说，在一起几十年，她没洗过几次衣服，全是

罗爱庭洗，“他洗的衣服不会皱，不会变形，也就是这点，
还曾给著名电影明星秦怡服务过。”

说起这段往事，老人很激动，也很得意自己的这套
本领，“1960 年，秦怡来黄山休养，当时经过层层筛选，
让我去给她服务，其实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洗衣服、熨衣
服，也许她就是看中我这一点，一直服务了大半年。”

最后，两位老人也总结了一下夫妻相处之道，人是
老的好，衣是新的好，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互相理解，
互相体谅，最终才能长久。”

□沈佳 记者 祁琳 文/图

“性格互补与互相理解，是我们爱情婚姻保鲜的秘诀。”
说这话是今年已经83岁的罗爱庭，他的老伴丁之惠现在已经
是77岁了，两人一起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经历了很多风风雨
雨，这是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婚姻之道。

结婚相处半个多世纪，两人幸福如初

互相理解让爱情天长地久

有意传授风筝绝技

做风筝多年，沈老从不参加任何比赛，认为
这违背了做风筝是为锻炼身体，娱乐生活的初
衷。同样，他所做的风筝也从来不卖。曾有人
出价 1000 元买两只龙筝为自己的孩子过生
日。买主磨蹭好久，沈老愣是没卖。沈老说：

“我做了上百只风筝，只做不卖，主要是别人放
不好糟蹋了，会放的我宁愿送他一只。”

沈老说，自己很乐意有一个平台，传授别人
做风筝和放风筝的绝技，让这项传统技艺得以
传承。除了做风筝，放风筝，沈老在乐器方面也
极有天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

除此之外，沈老还有一项绝技——抖空
竹。“二龙戏珠”、“背后捞月”、“凤凰点头”、“大
盘丝”等等，空竹在沈老丝线的引领下乖乖地翻
飞出一个又一个花样。沈老目前在合肥市四五
所中小学教孩子们抖空竹。就连老伴赵建萍也
教授了四千多名学生。

风筝界的“神雕侠侣”

风筝的制作、试飞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工
作。尤其是几十米长的大型风筝，放飞的时候
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沈老
说，这么多年，妻子赵建萍给了自己很大的支
持与鼓励。从 1995 年，沈国强萌生做风筝的
想法到现在，赵建萍从未有只言片语的干涉
阻挠。她甚至还帮着丈夫采购原料，扎制骨
架，绘图调色，凌晨四五点跟他一起试飞新做
好的风筝，从不埋怨。

在丈夫的带动下，赵建萍也越来越爱做
风筝，放风筝。当他们还在蚌埠居住的时候，
每天傍晚，夫妻俩都会带着自制的风筝到淮河
大坝上放飞。制作精良，造型优美的风筝惊艳
了散步的人群。不少市民带着老人孩子驻足
围观，很多人甚至要求在他们的风筝下拍照。
在围观群众的一再挽留下，夫妻俩经常会放风
筝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渐渐的，淮河大堤上
放风筝的这对“夫妻档”远近闻名。走在大街
上，经常会被人认出，“那不是会放风筝的人
吗？”老两口还曾经被邀请为刚刚竣工的大楼
放飞龙筝祈福。

共同的兴趣爱好让夫妻感情特别好，这么
多年，两人从未红过脸吵过嘴。有人笑称这对
夫妻是“风筝界的神雕侠侣”。

走进沈老合肥的家，看到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
风筝。三四十米长的龙头风筝，有着近 1 米长大翅膀
的蝴蝶，浅蓝色竹蜻蜓，太极八卦图、蝙蝠......沈老很
自豪地说，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部分作品在蚌埠
老家没有带过来。沈老介绍，无论是硬翅、软翅还是
串式、桶形，五大种风筝类型，只要书里出现过的，他
全部都做过。

20 年的时间里，沈国强制作的风筝数以百计。“二
龙戏珠”、“龙凤呈祥”、“百鸟朝凤”，“太极八卦”……沈
老呈现的作品无论实物还是照片，个个都栩栩如生，精
妙无比。他还曾做过一个长达 80 米的龙头风筝，还有
两翅4米宽的蝴蝶。在香港回归的时候，沈老甚至在风
筝上挂了巨型条幅“祖国统一，众望所归”。在北京申奥
的时候，沈老在风筝上挂了一幅申奥的五环标志。

制作上百只风筝，最长80米

上世纪90年代，时年40余岁的沈老在蚌埠市某银
行做内刊编辑。长期伏案导致视力严重下降。有一天，
沈老在淮河大堤上散步，看到很多人在放风筝，他有了
放风筝的念头。“放风筝，望远可以锻炼视力，在地上跑
动可以锻炼身体，又玩又锻炼身体，多好的一件事。”自
此，沈国强与风筝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情缘”。

主意已定，沈老开始疯狂搜集风筝的资料。“构思风
筝的结构，是什么动物，用什么颜色，都有讲究。”沈老的
老伴笑道，那些年，自己的丈夫像着魔了一样，留意一切
有关风筝的报刊与电视节目，观察京剧的脸谱，邮票的

图案，手捏的泥人，搜集废弃的塑料袋等作为风筝材
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沈老的努力下，他的风筝很快
陆续飞上了天空，并且越做越好，越做越精。与此同时，
困扰他很久的近视问题也消失不见了。

沈老介绍，自从迷上做风筝，简直“走火入魔”，“每
天做风筝直到深夜十一二点，第二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
试飞，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吃饭。”为了让风筝更加逼真，
沈老甚至亲自去捉蝴蝶观察它翅膀的纹理及身体的结
构。为了追求风筝质量，一个龙头三百多个点，他连续
三天夜以继日终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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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老人自学成为风筝专家，曾做出最长80米风筝

安徽风筝界的“神雕侠侣”

□记者 邵华 王恒 文/图

无论在蚌埠还是在合
肥，提起66岁的沈国强，玩
风筝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赞
一声“了不起的风筝老
人”。20年做出数百只精
美绝伦的风筝，从一窍不通
到成为横跨两地的风筝专
家，沈国强全靠自学成才。

两位老人看着相册很开心很幸福

学做风筝是为锻炼身体

沈老和老伴展示亲手制作的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