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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1月24日下午，家住市区光明路南
段飞行小区的鹰城谜友唐灵涛乘车来
到市区黄金路一家茶社，与谜友王俊
杰、张卫东一起交流探讨谜语竞猜技
巧。三人都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灯谜
学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这是上月他们代
表平顶山在南阳参加河南省第三十四
届谜会后的首次碰面。

谜语有学问

三人落座后，谈及南阳参赛的经历，
王俊杰流露出惋惜的神情，他说：“可以
说，我们离冠军只差一步，功亏一篑呀。”

唐灵涛说，虽然屈居亚军，但多年
来，由他们三人组成的平顶山代表队自
从参加河南省第十一届谜会以来，成绩
一直名列全省前茅。

王俊杰拿出一摞最新出版的《春
灯》等谜语杂志送给唐灵涛、张卫东交
流阅读，并出一谜面“华为发布新系
统”，打一句《红楼梦》诗词，一下子难住
了两位谜友。

张卫东答：“鸿蒙初开。”王俊杰摇
了摇头，笑着说：“NO。”最终，王俊杰揭
开谜底：“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张卫东
感叹道：“知识很重要呀，没有丰富的知
识，无法猜出有难度的谜语。”

今年52岁的张卫东是平高集团职
工，小时候常跟母亲一起到市工人文化
宫图书阅览室看书，并接触一些谜语书
籍，从此成了一个谜语爱好者。那时，
图书室只要有新到的谜语书籍，他一定
要翻阅一下。他坚持每周都光顾市新
华书店，购买谜语书籍也成为他多年来
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家里的谜语书籍
存量颇丰。此外，业余时间阅读唐诗宋
词与古文名篇，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他
说：“要想猜好谜语，必须具备多方面的
文化知识、生活常识等。可以说，要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没有知识储备与敏
捷的思维，是很难快速猜出谜语的。”

张卫东忆及他作为平顶山代表队
成员首次参加河南省第十届谜会的情
景时说：“如同山里娃走进了大城市，一
切都很新鲜奇特。”

那时，省内一些谜语高手一听谜面
立即答出谜底，而他却还在沉思中。他
感觉自己同高手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自
此，他奋起直追，这也是他买书读书的
主要动力。经过多年历练后，张卫东自
信地说：“现在，我不再仰视那些高手
了，不说与他们平起平坐，至少差距不
大了。”

企盼有新人

今年51岁的王俊杰在市区黄金路
经营酒水生意。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拿回来一本《字
谜》，里边的“千年树”“江水流”和“孩子
丢了”等谜面至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从此他与谜语结缘。
1998 年 10 月，王俊杰在当时的平

顶山棉纺厂上班期间，厂工会负责人推
荐他作为平顶山代表队的成员之一，参
加了在我市举办的河南省第十一届谜
会，那是他首次参加全省谜会。“记得那
时，我连谜面还没看清楚呢，人家已经
说出谜底了。”这让他非常吃惊，高手们
的实力可见一斑。

大赛结束后，参赛选手乘车到鲁山
旅游途中，有谜语高手即兴创作谜面

“登山观瀑布”打一俗语，有人立答：“人
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看到一个加油
站，有人又出谜面“啦啦队坐不住了。”
谜底就是“加油站”，让他眼界大开。此

后，王俊杰花费不少时间潜心研究、学
习各类谜语书籍，力求缩小与高手之间
的差距。如今，他不仅善猜谜语，而且
也能即兴即景创作谜面了，在曾经一届
全省谜会上，他创作的谜面入围十甲谜
面。

年过七旬的唐灵涛家住光明路42
号院，是我市谜语界的元老级人物之
一，有着丰富的猜谜参赛经验。虽然过
了古稀之年，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谈话间谜面谜底迭出，妙趣横生。他说，
灯谜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是一种益智
游戏，它可以增加人们的生活乐趣，活跃
气氛，丰富人们的知识面等，企盼有更多
的谜语爱好者参与其中。

三个谜友的沙龙

□本报记者 范丽萍

今年63岁的张先生，离异已经十多
年，虽然衣食无忧、孩子孝顺，但是，缺少

“另一半”的日子常常让他感觉孤独和
寂寞。“而且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强烈。”1月23日，张先生向记者
说出了这些年单身生活的不易，并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找到合适的生活伴侣，
共度余生美好时光。

孤独的日子最难熬

张先生是个性格随和的人，退休前
是单位卫生所医生，退休后在市区曙光
街开了一家推拿店，为人和手艺都很
不错，每天都很忙，回到家后还要自己
洗衣做饭。他和前妻的孩子跟随女
方，已经成家，也没办法随时照顾他。

“但好在自己身体还行，能够继续

干喜欢的事业，发挥余热。”张先生说，
白天忙于工作，时间过得很快，但到了
晚上，万家灯火的时候，孤独感便不自
觉地涌上心头。

一个人居住，遇到事情身边连个照
应的人都没有。三年前，他不小心摔伤
腿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妹妹和儿子到
医院轮流照顾，但毕竟对方都有家庭，
来来回回多有不便。他因为害怕麻烦
别人，嘴上说着“大家都别来了”，心里
却想让儿子和妹妹留下。

“出院以后，我一个人在家里拄着
拐杖做饭、去卫生间，真是想想都心酸。”
张先生记得，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小区封闭，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最难熬，
吃饭不规律，常常是看着电视就睡着
了，睡醒了再看。还有很多时候，走在
大街上，看到别的夫妻、情侣手拉手结
伴游玩的情形，心里十分羡慕。

相亲路上几经失败

单身时间久了，身边亲戚朋友都劝
张先生再找个伴儿，而他本人对此也非
常渴望。通过本报举办的万人相亲大
会以及熟人的介绍，他相亲的次数不
少，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像我这年龄的，再婚真是太难了。”
张先生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对于
再婚对象的选择已经不像年轻时候那般
热情与冲动，而是会根据双方实际条件，
综合考虑子女态度、婚前财产等情况，

“就是不能盲目地结合”。
曾经，他也遇到过一位条件不错的

女士，生活等方面没有任何负担，彼此
性格也合得来，但最后没能牵手成功，
关键原因是对方孩子对老人再婚持反
对意见。

“女人希望男人有经济实力，能够

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男人希望女人
不物质，能够全身心地照顾自己。所处
的角度不同，考虑的自然也不同。”张先
生说。

另外，因为三年前张先生摔伤腿做
过手术，导致一侧肢体行动稍微有些不
便，也影响了相亲成功的概率。因为这
样，张先生坦言心理上会有一点压力，

“不过自己也能想得开，毕竟身体因素直
接关系到两个人以后的生活状态。”

生活中，张先生爱好钓鱼、注重养
生，没事时还会玩一玩抖音。他说自
己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憧憬很简单，
就是单纯想找一位情投意合的人踏实
过日子，家里孩子也比较支持他再婚。

虽衣食无忧孩子孝顺，但常感孤独寂寞，63岁张先生：

愿得一人心，共度夕阳红

三人参加河南省第三十四届谜会期间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卫东、唐灵涛和王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