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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
小时候，我的家境很好。外公

外婆是工人，每月有固定收入，爸
爸也在乡政府工作，妈妈做点小生
意，家境很殷实。他们虽是媒妁之
言，却相敬如宾，妈妈留一头长
发，虽不漂亮却也动人，爸爸身材
颀长，虽不英俊却也潇洒。

那时，父母、姐姐和我，一家
四口的生活过得和和美美。朋友邻
人经常串门，爸爸的朋友也多，家
里总是喧闹不已，天天都有过节的
感觉，从我记事时起一直到小学快

毕业都是如此。
天有不测风云。1991年，爸爸

做生意赔了本，为还贷款不得不四
处借债，从那时起，爸爸的朋友就
很少来了，邻人也不经常串门了，
家里顿时冷清了许多。爸妈也因为
钱的问题经常唉声叹气，家里的气
氛一反往昔，忧愁弥漫。尽管这
样，他们也从来没有大声争吵过，
更别说大打出手。

那时我才不过八九岁，小学都
还没毕业，许多事情都不明白，不
懂事的我仍然是大手大脚的花钱。

没有钱时，不敢张口要，便偷偷地
从他们的口袋里掏。有时爸爸知道
了也发发脾气，但过后总语重心长
地、又带点无奈地教育我，眼中的
泪光若有若现，那时我还不懂得那
泪水代表的是辛酸和无奈。

上了初中以后，我学习很好，
特别是对音乐，我有一种同龄人
少有的对音乐的悟性，老师对我
抱了很大的希望。可叛逆的我偏
偏要加入校体育篮球队，从此只
知道在球场上奔跑而忽略了最本
质的任务——学习。我的成绩一
日日地下降，到了初三，已经是
个 最 差 的 学 生 了 。 我 学 会 了 逃
学 ， 学 会 了 三 五 成 群 的 聚 会 吃
喝，学会了与妈妈顶嘴。爸爸多
次劝我退出而我却固执地不肯同
意，妈妈那天第一次打了我，我
却更加叛逆，开始有意识地和妈
妈敌对着做事说话，更不把她的
归劝和教导放在眼里。

伤害了妈妈后，虽然在表面上
我有种得胜后的快意，但心灵上却
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其实我已经
开始理解父母的心事了，每次要
钱，他们脸上虽看起来毫不在意，
但内心里却心急如焚。每当这时我

就躲在楼上的小屋里偷偷地哭，但
自己的自制力很差，心里想减轻他
们的负担，可还是忍不住编各种理
由要钱。

有一次要钱后，看到爸爸背着
妈妈卖掉了外婆留给她的绿玉镯，
我心如刀割。到了晚上，我偷偷地
从家里掂了一瓶白酒，一个人独自
躲在操场的角落里偷偷地喝，古人
说借酒浇愁，我也要效仿以酒解忧
的古人，却不知道借酒浇愁愁更
愁。迷迷糊糊中，往日的家业辉煌
再次侵袭了我，我仿佛又回到了以
前温情弥漫的家，我哭着像喝凉水
一样将一瓶酒下了肚。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
医院里了，妈妈哭得不成样子，我
想向妈妈说声“对不起”，可发出
的声音却相当的陌生。后来，他们
说我吐了一地的血，声带被烧坏
了，再也不能唱歌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用功读书，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我的性
格活泼而且爱说爱唱，有时也很骄
傲，语气中带着张扬和拔扈。那时
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就是从小就接触
过的 《红楼梦》，也经常拿自已的
遭遇和书中的情节做对比。写的文

章中，也带着一种对人情冷暖敏锐
的洞察力和深刻的体会。

高中毕业后，好几次我都和爸
爸商量要去打工，不上学了。可是
爸爸死活都不同意，我知道他是不
想让我受苦，不想让上一代的荣辱
兴衰带给我过多伤害。

几十年来，爸妈含辛茹苦地操
劳了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几
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没有因为贫
穷而日渐疏远，而是感情愈加深
厚。我不知道这应不应该算是爱
情，但我在他们的多舛命运里看到
了人间可贵的真情与真诚。

现在，一切的苦难都已过去，
债务也已还清，姐姐和我也都参加
了工作，有了稳定而丰厚的收入。
有时工作中遇到不如意，姐姐和我
总是会想起以前的种种遭遇，比起
那时的苦难，现在的一点点困难实
在是微不足道。

如今，看到社会上如此多的
围城内外的离离合合事件，我总
是感慨：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会
生 在 福 中 不 知 福 ； 欲 望 永 无 止
境，家和万事方兴；夫妻之间有
事商量、合睦相处，方不失为人
夫为人妇之道。

爸妈爱情

■张雪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

闻。敌军围困万重山，我自岿然
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
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
军宵遁。”

毛泽东同志这首作于 1928 年
秋的《西江月·井冈山》，我上小
学二年级时就读过。几十年以后
的今天，我在这个金秋时节，循
着先辈的足迹，登上井冈山，开
启了我的寻根之旅、补钙之行。

一到井冈山，我立刻被那浓
郁的桂花香味和红色文化气息所
包裹，也被那造型别致，火炬形
状的路灯所吸引，它让我想起毛
主席那句著名的“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的话。同时吸引我的，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身着红军
服、肩挎红军包、在大街上悠然
行走的参观学习者。如果不是眼
前的高楼大厦和身边飞驰而过的
汽车，我真有一种穿越到那个激
情燃烧岁月的感觉。

在这个英雄的地方，我参观
了毛泽东旧居、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小井红军医院，瞻仰了红军
烈士陵园和红军烈士墓，重走了
当年朱毛挑粮小道和红军行军
路。在茅坪的八角楼上， 我仿佛
看到，毛泽东在昏暗油灯下，挥
笔写就 《井冈山的斗争》、《中国
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
两篇光辉著作；在黄洋界哨口，
我驻足山头，极目远眺，依稀看
到漫山遍野的红旗在招展，耳边
响起枪炮声和喊杀声……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我被
那满山的绿色、红色的土地所感
染，被那红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
辉事迹所打动，更被那代代相传
的井冈山精神所激励，心灵一次
又一次受到强烈的洗礼和震撼，
也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追忆

“井冈山是一座独特而又神奇
的山，也是一座雄伟秀丽、红绿
辉映的山，她犹如一颗熠熠生辉
的明珠，镶嵌在湘赣边界罗霄山
脉中段，令世人瞩目。历史不会
忘记，如果没有这块红色的土
地，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好河山。
井冈山，是一座革命的山，英雄
的山，胜利的山，是我们共产党
人永远的精神家园！井冈山是毛

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革命道路，尤其是为后人留下了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井 冈 山 精
神。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朱
德亲笔题词赞誉井冈山为‘天下
第一山’。”

井冈山干部学院的陈教授以
这样的开篇语给我们讲述了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那一段血雨腥风的
峥嵘岁月。陈教授说，井冈山斗
争历史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30 年 2
月，为两年零四个月，开辟了江
西的宁冈、莲花、永新、遂川和
湖南的茶陵、陵县等地，总面积
为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
有4万多名红军将士牺牲，有名有
姓的只有15744人。

听 了 他 们 的 讲 解 和 讲 述 ，
我对那段难忘的历史有了更加
清晰和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使
我想起学生时代老师和家长经
常说的那句，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是用无数革命
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句
话，现在我对这话有了更加刻
骨铭心的理解。

践行与弘扬

“学员们，今天我们再认识
两位红军后代，他们的祖辈都是
功勋卓著的红军战士，为中国革

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他们
的后人没有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
坐享其成，而是自食其力，当一
名普通的劳动者。”老师话音刚
落，一位中年人走进了课堂。他
叫蔡军，是老红军曾志 （陶铸夫
人） 的孙子。他说，在奶奶健在
时，父亲曾向奶奶提出想到大城
市生活和工作，可奶奶没有答
应，后来看奶奶态度坚决，也就
再没提过。蔡军说，他曾作为红
军家属代表参加过香港回归仪
式，现在是青年干部学院培训中
心的司机。他说，他始终牢记着
奶奶“身怀天下事，不言身与
家”的教诲，扎根井冈山，绝不
吃奶奶的“老本”。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小
心路上就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
指头，疼在老妹的心里头……”
伴着歌声，一位井冈山老妹出现
在我们面前，大家一下子被她的
歌声所吸引。这歌好熟悉啊，想
起来了，这是电视剧 《井冈山》
的主题曲。她自我介绍说，她叫
江满凤，也是红军烈士后代，从
1997 年至今，一直在井冈山龙潭
景区当保洁员。她说，她刚才唱
的这首歌是她的爷爷江志华当红
军文艺宣传员时创作的 30 多首歌
曲中的一首，这首歌素材取自上
世纪二十年代，红军战士随军北
上临走前对妻子的承诺和亲人心
里的思念。在景区打扫卫生时，
面对大山、面对游客，她用山里
妹子特有的淳朴，亲切的客家腔

调把这首歌唱出来。江满凤说，
拍电视剧 《井冈山》 时，导演选
中这首歌作为主题曲，邀她到北
京录音，并许诺给她几十万元的
报酬，她当场坚定地谢绝了：“唱
爷爷留下的红歌怎么能要钱呢，
我绝不能用爷爷留下的精神遗产
去赚钱。”

19 年过去了，江满凤用她那
质朴、纯真而又动听的歌声打动
了许许多多的人，上至国家领导
人，下到普通游客，都曾听过她
唱的山歌、红歌。19 年来，她的
歌声始终飘荡在井冈山的山谷涧
水，高树修竹之中。江满凤说，
她要用歌声宣传井冈山，让更多
的人们了解井冈山，把井冈山的
革命历史和精神发扬光大。

老师说，其实像蔡军、江满
凤这样默默无闻奉献的红军后代
还有很多很多。实景剧 《井冈
山》，有近 600 人参加演出，没有
一个是专业演员，绝大部分是红
军后代，他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和弘扬着井冈山的
革命历史和井冈山精神。

秋到井冈山

井 冈 山 群 峰 巍 峨 ， 山 势 险
峻，四季景色迷人。秋天，山中
的兰花、桂花满谷飘香，满山的
植物由绿变黄、渐红，枫叶似
火，白云与红叶相互辉映，一派
美妙的秋景。秋夜，明月皎洁，
秋风轻柔，与山泉、虫鸣合奏成

一曲优美和谐的山间秋曲。
在 这 个 美 丽 而 神 奇 的 地

方， 我忘不了那红米饭、南瓜
汤；我忘不了我们在荆竹山红
溪旁行军，脚下乱石，身边激
流、独木桥，小悬崖也阻挡不
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我忘不了
在体验红军的艰苦生活时，大
家 齐 上 阵 ， 你 择 菜 、 我 烧 火 、
他炒菜；我忘不了在黄洋界哨
口，大家一起表演节目，诙谐
幽 默 ， 富 有 激 情 ， 生 动 传 神 ，
充满活力；我忘不了在荆竹山
雷 打 石 旁 ， 我 们 庄 严 的 宣 誓 ；
我更忘不了那代代相传的“坚
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敢创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
利”的井冈山精神。2016 年春节
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井冈山考察
时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
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
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
山精神。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
芒。习主席还指出，来到井冈
山，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就
是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
意，要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
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
念，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
基本素质。此次井冈山寻根之
旅、补钙之行，我体验了红色文
化，考验了自我品格，熔炼了团
队精神，它必将更加激发我的工
作激情，激励我的人生……

秋到井冈山

■李永海

经过冬的孕育春的萌发夏的造就
一个由绿变黄的希望向人们招手
转眼之间
迎来又一个金色的秋天
这是人间最美的季节
敞开胸襟热烈拥抱这沉甸甸的秋

秋天是只硕大的酒杯
杯中盛满丰收盛满欢颜
也盛满了我们对祖国生日的祝愿

秋风送爽的季节
每一处风景都翻卷着收获的喜悦

白鸽掠走眷恋的思绪
金风送来深情万缕
崭新的历史从十月写起
祖国啊，您是一条沉睡的巨龙
1949年10月1日的隆隆礼炮声
才把您唤醒
67年风雨征程 67载漫漫长路
共和国跨越了世纪的沟坎
为生存拼搏

在贫瘠的土地上抛洒血汗
为繁荣开拓
每一个山巅都屹立着民族的尊严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热情
如红叶般浓厚
神州处处歌咏着改革开放的成就
向着小康社会挺进的中华儿女
如秋水般的纯洁

祖国啊，您是一块神奇的画板
亿万支彩笔在上面纵横驰骋

67个春秋67轮年华
共和国埋葬了屈辱和不幸
以真诚的爱拥抱山海河川
人们用特有的智慧
让千年希望在曙光里分娩——
山清水秀编织成一只巨大的花篮
溢出清香镶进绚丽的画中
楼群耸起
荟萃成一首优美的抒情诗篇
幸福文明之花灿若金菊美如锦绣

穿过了风和雨 走来了新天地

前行路上 不忘初心
不论走得多远
始终感受您的呼吸
对国旗我们许下铮铮誓言
十月是美的畅想曲
累累硕果已结遍华夏大地
遍地金黄繁华似锦
于是 我剪下一缕阳光
把共和国的十月珍藏心底
阳光多灿烂
于是 我采来一束鲜花
向祖国母亲生日献上敬意

十月礼赞

■肖 夫
想起母校，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就会在我耳边

不停地回响。身为一名80后，作别菁菁母校，挥别高中
生活，已经十多年了，回想那个刚踏入校门的懵懂少
年，满怀着憧憬与欣喜，茫然不顾即将面对的未来，尽
情地挥洒着青葱岁月；而如今，看着已身为人夫、身为
人父的自己，终日忙碌之余，前途尚未可知，往事却已
归远……也许，正是这曼妙如歌的似水流年，这指间滑
走的光阴故事，不经意改变着我，改变着经历过的每个
人。

那些年，让我们一起怀念。2001 年，选择复读的
我，步行不过5分钟的路程，途径年久失修、近乎颓废的
文庙大成殿，迎着石狮青松、相矗而立的许南阁祠，我
走进了熟悉而又陌生的郾城一高 （请允许我依然这样称
呼她），至此开始了为期四年 （复读一年） 的高中生涯。
从第一次以正式身份迈入属于自己的校园，内心的小宇
宙无数次爆发出“我来了、我来了”的回响；从第一次
心怀忐忑地迎接新的环境和生活，结识那一群至今仍在
嬉笑打闹的新的朋友们；从第一次沿着咯吱作响的楼梯
拾级而上，一起窥探“工字楼”（将军楼）尘封已久的秘
密；从第一次模拟考试就进入全班前 30 名，真让我有些
匪夷所思……高中生活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同我的人生
实现无缝对接。不会忘记，多少个日日夜夜，一成不
变的“早五晚九”、“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不会忘
记，清爽的清晨抑或傍晚，在许慎雕像周围花圃中埋
头苦读的依稀身影；不会忘记，盼有月余、终得批准
的体育课上，迎着雪花驰骋狂奔的畅快惬意；也不会
忘记，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中，老七班晨训“步子
齐、人心更齐”的铮铮宣言；不会忘记，拼尽全力、
输掉比赛后，聚酒成友、醉行街头的肆意呐喊……一路
走来的四年时光，有过欢欣鼓舞和激情满满，也有过彷
徨无助和失落苦楚，就这样一点一滴、一丝一毫地跨越
时空，幻化成充实而又精彩的执念，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盘旋、挥之不去。

那些事，让我们一起成长。正如《阿甘正传》中所
言，“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你会得
到什么”。回想那段生活，虽然习惯了每天五点起床擦黑
前行，点亮教室的第一盏灯；习惯了夜深人静时给自己
道声“晚安”，旋下昏黄的床灯迎接梦乡的怀抱；习惯了
郎朗晨读声中忽而迸发出抑扬顿挫的夫子曰言，以及不
时夹杂的开怀大笑或细微鼾声；习惯了躲在堆砌的书本
后苦思钻研，做那永远也做不完的练习题；习惯了生物
钟式的吃饭、跑操、学习、睡觉，习惯了痛并快乐着游
弋在语数外、物化生的知识海洋……但生活从不缺乏色
彩，总是在不经意间挥洒出五彩的斑斓。还记得，开学
前莫斯科那个美丽的初夏夜晚，随着萨马兰奇先生脱口
而出“BeiJing”的一刹那，举国欢庆百年奥运梦终得实现
的一夜未眠；还记得，五里河体育场内的人之海洋，被
于队金子般的进球瞬间点燃沸腾，中国队首次闯入世界
杯后的彻夜狂欢；还记得，全班70多双眼睛，紧盯电视
里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
功发射的击掌相庆；还记得，非典爆发的那段特殊时
期，忐忑之中习以为常的戴口罩、量体温，以及阻隔不
断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还记得，2003年愚人节愕然成
真的玩笑、年末岁尾芳菲归尘的唏嘘，一代传奇巨星的
相继陨落，留下了无尽的默默哀思；还记得，巴尔干半
岛伟岸的城邦——雅典，女排姑娘们实现的惊天逆转，
正如里约奥运上成功逆袭一样气势恢宏、激荡人心……
形形色色的经历，林林总总的心情，终究让我们在那单
纯敏感的年代收获成长。

那些人，让我们一起祝愿。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总
有那么些人，不会因为岁月的辗转、往事的流逝而被我
们淡忘甚至忽略，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弥足珍
贵，愈加令人心生感念。感念师长，一支粉笔轻挥两袖
清风，三尺讲台尽历四季晴雨，用辛勤汗水和无尽智
慧，将一个个四十五分钟浇筑成前进的块块基石，引
导大家在知识道路上探索求真、砥砺前行；无论是早
晚自习上乐此不疲地答疑解惑、授业传道，还是填报
志愿时举重若轻地定标明向、分析指导，以辛勤为
笔，以智慧为墨，将三尺讲台演绎成责任与奉献的大
舞台。感念父母，一千多个的日日夜夜，自己埋头苦
读的背后，更意味着父母所承受的成倍压力，所倾注
的成倍心血；面对第一次高考意料之中的失利，没有
半句怨言，更多的是宽慰与鼓励；得知第二次高考水
到渠成的上榜，亦没有过多欣喜，阖家聚餐简单庆贺
了事；正如他们言传身教一样，人生在世，无论成
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感念朋友，感念那段一起
哭、一起笑、一起奋斗的日子，寒来暑往中日以继夜
的扶持相守、同窗苦读，模拟考试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
足球对攻，暑假前夕“潜伏”进巷子里玩通宵、打夜
市，以及高考前的那一次“事故”让朋友们走遍半个郾
城帮我寻医问药……帅子送给我的QQ号至今已有15年
Q龄，正点毕业进入上市公司化身为设计大咖，杨兄游历
闯荡中东各国继续书写传奇，飞哥一如期待顺利在铁路
系统驰骋风云，磊兄闲暇之余依然能够演绎行云流水的
盘带、突破和射门，海兄、强哥也都各立门户打拼成为
新的创业之星……前路无论是荆棘还是繁华，这些人始
终是我生命前行的温暖与力量，也真诚送去简单的祝
愿：愿幸福平安，梦想渐暖。

现在的我，已近而立之年，几经腾挪辗转，最终还
是回到家乡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生计奔波，
为梦想努力，现如今哪怕踢一场球、聚一次餐都已成奢
望，但也许是缘分抑或宿命，每天与母校至少四次的擦
肩而过，这也算是自己对母校的深情回眸吧！

（肖夫，漯河四高2005届毕业生，老七班——理八班）

那年那事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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