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玲：家的温度，在心里。家是
家人用相互理解和宽容生出的炉火，有
父母，就有家，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是
我的家。每每走进老妈的小院，我就告
诉自己，我回家了；每次看到老爸的笑
脸，我就感到满满的幸福；每次听到老
妈的声音，我心里就充满了温暖。家仿
佛是我的加油站，坐一会儿或者站一会
儿，跟爸妈说说话，身上就充满了力
量。儿女也是父母的暖手宝，再冷，看
到你，父母的心也化了。

■郑曾洋：家的温度，没有温度计
可量，只能用心感悟和维护。以前父母
身体健康的时候，家的温度靠父母。回
到家，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父亲则在一
边打下手，屋里弥漫着白色的雾气，夹
杂着诱人的饭菜香气。这时，我就将桌
子整理好，将碗筷摆好，等到饭菜上
桌，家的温度也就飙升了几度。现在父
母年迈多病，家的温度靠儿女。只要有
空，我们就要常回家看看，给父母洗洗
衣服、做饭做菜，跟父母同桌一块吃
饭，饭后陪着父母，面带微笑地听父亲
前三皇后五帝地闲聊，听母亲说针线笸
箩之类的邻里琐事，这时家的温度，会
布满整个空间，如三春的暖。家里只剩
下夫妻俩的时候，家的温度靠两人共同

维护。生病时的嘘寒问暖，关心呵护，
工作上的理解鼓励、默默支持，包括饭
后陪爱人散散步，没事陪爱人聊聊天，
都会让家的温度飙升。

■江南飘雪：很多人走进婚姻后，
都避免不了争吵，怎么才能让一个家庭
有温度呢？我认为：一是男人对家务要
多多参与，让女人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
解放出来；男人要参与到孩子的培养和
教育中来，这样既减轻了女人的负担，
拉近了亲子关系，也让男人体会到了养
育子女的不易。二是给家人空间，尊重
家人的人格尊严，应把家人当成人，尊
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三是学会妥协，对
于同一件事，两人的做法不一样时，只
要对方的做法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就没
必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不休。
四要多理解对方的不易，有温度的家才
叫家，没温度的那叫住所。愿每个家庭
都有温度，愿每个人都幸福。

■柴奇伟：家的温度靠奉献。在我
们家，每天早上起得最早的是父亲。父
亲虽说已经79岁高龄了，但他仍然是这
个家的主心骨。父亲起床以后，不是到
离家四五里外的下澧村换馍，就是添水
做饭。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父亲总是
已把饭菜做好了。对此，父亲总是说：
人活着就是要奉献。我是一名乡村教
师，平日里家里有活了，就帮忙干干；
双休日在家时，我也会做饭，尽自己所
能，让家充满温馨和快乐。

■李伟锋：在社会学家眼里，家是
社会的最小细胞；在婚姻学家眼里，家
是风雨相依的世界。在我心里，家的温
度，在茶饭里、笑容里、书香里，在母
亲那里、男人那里，在家庭模式朝朝暮
暮的经营里。家的温度，体现了家庭模
式，影响孩子情感的发展、成长，原生
家庭的模式，会进一步影响成家后的子

女家庭生活。
■池玉枝：家的温度不能用工具计

量，靠心感知和体悟，吃一日三餐容
易，共度一生不容易，家有爱才有温
度，有温度才会有温暖，有温暖才值得
放心依靠。家的温度靠诚信，夫妻之间
信守结婚时的承诺，相爱相守，坦诚相
见，多沟通，多交流，多换位思考，艰
难时不退却，安稳时不背离，甘甜时才
能同分享。家的温度靠彼此共同付出，
单说家务活，琐碎重复，只靠一方承
担，天长日久，家庭关系失衡，难免生
怨气怒气，最可怕的是，一方付出了体
力、劳动、青春、心血，到头来，得不
到对方的体贴，换不来对方的感恩，只
剩一肚子的冰凉，家哪还有温度？双方
共同投入时间和精力做家务活，在劳动
中相互体谅和理解，爱情变亲情，亲情
生恩情，爱的滋养提升家的温度。

■刘瑞阁：母亲决定着一家人的温
度，母亲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家庭氛
围才融和。一个家庭幸福指数的高低，
靠母亲的言谈举止、对子女的教育和对
家人的态度。母亲在一家之中承担着重
大责任，喜怒哀乐都会影响着全家人的
心情。如果母亲温柔体贴、尊老爱幼、
心地善良，那么这个家庭就温馨幸福。
母亲不仅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还承载
着民族的希望；母亲也是家中的一团火
焰，只有火焰不熄，家中才有温度。

■侯世民：家的温度靠和谐，关键
在父母。在现代家庭关系中，父母是承
上启下的一代，如果父母相互包容、相
互鼓励、共同面对，对家人常看优点，
对家事考虑正能量，阳光看待世界，不
怨天尤人，这样才能保持正常的温度，
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这才是家庭和
睦，万事亨通。

■陈猛猛：爱是维系家庭温度的良

药，一个有爱的家庭，必定时时充满春
天般的温暖，这样的家庭也是孩子茁壮
成长的温暖港湾。一个家庭，如果成员
之间没有了爱，那么彼此之间就缺少了
相互包容和忍耐，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在一个温暖有爱
的家庭中生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
生活中不断成长，拥有关爱家人，善待
他人的能力，希望每个家庭的夫妻双
方，都懂得相互忍耐彼此谦让，用满含
爱的善意去努力经营婚姻，让爱的阳光
充满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王学儒：评价一个家庭好与不
好，一般常用幸福这个词，其实，用温
度似乎更具体一些。那么，家的温度靠
什么呢？我认为家的温度首先体现在人
气方面，家庭成员都愿意在家里生活，
即便工作在外也能够“常回家看看”，
有人气的家庭一定是其乐融融的，应该
是最有温度的；其次是和气，一个家
庭，不论是夫妻之间，还是父母与子女
之间，只要一团和气，这样的家庭一定
不会缺少温度；最后是喜气，家庭中经
常欢笑不断，喜气洋洋，不用走进这个
家庭，就会感到暖洋洋。

■黄娜：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一定
是充满理解、爱、包容、付出、奉献
的，家庭成员之间能有效沟通，出现问
题才能及时解决。家的温度靠我们往其
中倾注的爱来维持，倾注的爱和心血越
多，幸福感就会增强，家就越是充满生
机与活力，充满温暖与力量，成为我们
身体的栖息地，心灵的加油站，心之向
往的乐园！

■下期话题：外卖究竟方便了谁
欢迎读者朋友展开讨论，最好能整

理成300字左右的文字。以“姓名+文
字 内 容 ” 的 形 式 ， 发 到 邮 箱 siy-
ing3366@163.com，我们会择优刊登。

家的温度靠什么

■乔聚坤
我一生最敬重的就是我的父亲。他

一生吃苦耐劳，撑起我们这个家。别看
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上过学，不识
字，但他懂得做人之理，尤其懂礼仪。
父亲农忙种庄稼，农闲做生意，开染
坊、开食品店，所以我家不仅庄稼种得
好，生意还很兴隆。这都得益于父亲良
好的家训，我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做人要善良

父亲为人善良，每日总是乐呵呵
的，我从没见过他生气的样子，也从没
见过他和别人吵过架。

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而我叔家
有好几个孩子，平时，父亲和母亲就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母
亲不仅仅替婶母管孩子，晚上还替她
搂 孩 子 ， 给 他 们 做 衣 服 ， 虽 分 门 另
住，但如同一家人一样。因为两家的
厨房在一间屋子里，叔家的孩子只要
见我们家的饭熟了，拿碗盛了就吃，
从不分你我。他们常说：“我们都是大
伯大妈养活大的。”

我姑家是望天岗的，姑姑有两个孩
子，生活十分困难，父母便让他俩从小
在我家生活。表哥常年多病，父亲背他
看病是常事。如今，87岁的表姐提起我
父亲还总是说：“俺大舅大妗待我真好，
没有他俩，我早没命了。”

父亲不仅对亲人这样，对邻居也是
如此，谁家借东讨西，只要张开嘴，父
亲从不让落空。父亲做生意手中钱不
断，借钱的人多，有的借了能还，有的
借了不能还，不能还的他从不去讨债。
他开染坊时，染布的有钱没钱都可拿
走，没钱的，等有钱了再还。

父亲对来往路人也是如此，凡碰到
卖针的、卖线的、补锅的、卖蒜的以及
上门要饭的，只要没有吃饭，他都让人
家到我家吃饭。

有一次，妻子诉苦说父亲不知道远
近，不亲她这个儿媳妇。有几次村里来
了说书的，没地方吃饭，他把我家刚做
好的饭端给人家吃，结果让她饿了肚
子。我劝妻说：“这就对了，你不知道咱
的家训是‘自己吃了填个坑，人家吃了
传传名’，人一辈子名声重要啊！”

做人要勤快

儿时，父亲常说“普天底下爱勤
人”这句话。当时，我不懂这句话是什
么意思，我就想：我们村有个人叫王
勤，莫非是人们都爱王勤？我把这想法
告诉了母亲，她听后哈哈笑道：“勤人就
是要勤劳，不要懒惰，爱劳动。”

父亲就是个勤人。从我记事起，他
就是我们家起得最早的人，从不见他睡
懒觉，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春夏秋冬。
早上起床，父亲不是清扫庭院，就是提

着粪篮到村头拾猪粪牛粪，所以我家的
粪堆比谁家的都大，庄稼也种得最好。
下雨天，没活干，他也闲不下来，有时
修个农具、家具，有时编个草鞋、竹
筐，再不就搓根麻绳。总之，在他眼里
总有干不完的活。有几年，生产队让父
亲管理菜园，父亲把它管理得很好，让
社员们总有吃不完的菜。冬天菜园里没
啥活，父亲便在荒沟边开荒、种菜。

父亲开染坊时，更是忙得不可开
交，漂布、染布、洗布、捶布、晒布，
都是按时按点来的，夜半起来翻缸是常
事。他染的布质量好，色彩鲜，不褪
色。父亲的忙碌让他身体健康，精神愉
快；父亲的勤劳，也带动了我们全家人
都勤快。我从小就没睡懒觉的惰习，总
是早早起床读书写字。

做人要实诚

父亲开染坊，家里流水钱不断，他
的钱从不锁在箱子里、放在柜子里，就
放在我们睡的床的席子下边。我四五岁

时，就已经知道钱能买很多东西，但还
不认识钱的面值。我们家胡同口临街
处，有个小饭店，饭店是近门的一位老
太爷开的。老太爷烹调手艺好，除了能
做各样荤素菜外，还会蒸小馒头和小笼
包，并能打火烧。饭店的香味诱惑着我
常到他店里玩。一日，一位叔叔买火烧
时见逗我说：“光看不买，不知好歹，回
家拿钱买呀。”我一想，是啊，家里有
钱，我就跑到家拿了一张钱给了老太
爷。他看了看钱，就给我了一个火烧。
一个火烧我自己吃不完，就分给小伙伴
们，接连这样好几次。

一日，见老太爷来找父亲，我心里
就担忧会出事。果然，老太爷走后，父
亲走到我面前，不轻不重地朝我脸上打
了一巴掌后说：“小孩家不能手长摸
短。”原来是老太爷把我每天给他的钱又
送了回来，让父亲严加管教我。

父亲的家训还有很多，比如“自己
能干的事别求他人”“不求兄，不求弟，
只求自己争囊气”等。这些，都让我打
心底里敬畏父亲。

父亲的家训

■张 燕
文化名城的建设无外乎城内

的建设和向城外的传播、影响这
样两个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又
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城内
的建设决定和影响着向城外的传
播，也是向城外传播的基础；城
外的传播也影响和反哺着城内的
建设。两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组
成部分，只有两个系统及其组成
部分共同发力，才能叫响汉字文
化名城。仅凭某一组成部分或单
纯的一个系统的建设，则显得过
于单薄。

两个子系统建设的
核心特征

漯河汉字文化名城的核心特
征：许慎、小篆、辞书。两个子
系统的建设是纷繁复杂的，但要
抓住漯河建设汉字文化名城的核
心特征，这样才能在汉字文化名
城的建设中不至于同质化，建成
有自己特色的汉字文化名城，才
能在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华章
中，划出漯河的那笔浓彩。

安阳是围绕甲骨文做文章，
太原是强调迅速学习汉字的方
法。而漯河的许慎、小篆是我国
汉字第一次统一之字体，也是古
文字的最后一个阶段，可以清楚
地看到汉字的本初含义，能真正
继承中国汉字之义，不会牵强附
会。许慎《说文解字》收字9353
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
个，共 10516 字，基本涵盖了当
时所见的常用汉字。小篆不仅具
有图画感，还很有艺术美感，无
论是作为城市建设的标识，还是
文化产品符号，都非常赏心悦
目。

汉字文化名城建设
的城内建设系统

漯河汉字文化名城城内建设
系统的组成部分有城内的物、城
内的人和人所进行的活动。

城内的物的建设及其注意事
项 。 城 内 的 物 包 含 城 市 建 设
（场馆、建筑、街区标识等有形
之物） 和各类有形、无形的文
化产品。例如我市以许慎文化
元 素 规 划 的 命 名 了 “ 许 慎 大
道 ”“ 叔 重 幼 儿 园 ”“ 许 慎 小
学”“许慎中学”“许慎宾馆”
等。规划建设了六书广场、开
源民俗文化步行街等一批汉字
文化主题公园、汉字文化广场
和汉字文化主题商务街区。在
沙 澧 河 风 景 区 、 入 市 口 、 车
站、主要街区等处设立汉字文
化标识，增添汉字文化元素等
都属于城内的物之城市建设部
分。其中文化标识建设不仅仅
是 重 要 位 置 、 关 键 节 点 要 设
立，而是所有的体制内单位以
及对外影响力大的企业都要结
合自身有一定的标识。城市建
设这个部分在政府的引导和推
动 下 是 能 较 为 快 速 实 现 的 部
分。《说文解字进课堂》 系列
丛 书 则 属 于 有 形 文 化 产 品 部
分。目前，我国的有形汉字文
化产品还是很单薄的，因为品
种丰富的文化产品更多的是由
文化企业来打造的。城内的物
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产
品，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范
围，同时又必须有一些极具特
色的标志性的物。标志性的城
市建设物是可以由政府来决定
和推动的，标志性的文化产品
更多的是市场的选择。文化标
识和文化产品建设的核心特征
应该是小篆、辞书。

城内的人的建设及注意事
项。城内的人从所属单位划分，
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按
年龄阶段划分，可分为青少年、
中青年、老年。文化名城建设初
期体制内的人是起主导推动作用
的。他们各自通过各种手段和活
动起着组织、协调、创意、宣
传、普及、教育等各项作用。尤
其是文化事业单位。演出事业单
位，包括各类艺术表演团体等；
艺术创作事业单位，包括艺术
创作院所、艺术中心、音像影

视中就，心等；图书文献事业单
位，包括图书馆、档案馆、文献
信息中心等；文物事业单位，包
括 文 物 保 护 站 、 文 物 考 古 队
（所）、博物馆、纪念馆等；群众
文化事业单位，包括群众艺术
馆、文化馆 （站、宫）、青少年
宫、俱乐部等；广播电视事业单
位，包括广播电台 （站）、电视
台、转播台（站）等；报纸杂志
事业单位，包括各类报社、杂志
社等；编辑事业单位，包括各类
编辑部、党史编纂室、地方志编
纂室等；新闻出版事业单位，包
括各类出版社、新闻中心、新闻
社等从各自特点服务于汉字文化
的宣传、普及、教育工作。体制
外的人主要是被宣传、普及、
影响等，从而对许慎及其 《说
文解字》 有最基本的了解，从
需求的角度建言献策如何建设
汉字文化名城，但要注意通过
一些激励性的政策，让体制外
现有的文化类企业和对外影响
较大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宣传力
度不断加大，参与积极性不断
提高。

从年龄阶段来讲，对人的建
设主要集中于青少年、中青年。
目前我市进行的活动有创办许慎
学堂、公益国学夏令营、“清明
祭先贤全城诵经典”、“许慎文化
知识大奖赛”等系列许慎文化宣
传推广活动。另外，我市还举办
了经典诵读比赛和“许慎杯”书
法篆刻展，举办篆刻书法培训班
等。活动很好，但这些对人的建
设所开展的活动集中于推广和宣
传层面，缺少涉及文化产品方面
的活动，例如汉字文化产品创意
大赛。因为文化产品才是向外传
播的根本物质基础。

汉字文化名城建设
的城外传播系统

汉字文化名城建设的城外传
播系统包含通过人及其活动、物
两个方面传播。

人的传播包含官方组织的
参与人员及其活动，例如许慎
文化国际研讨会，各种全国性
质的竞赛和文化交流活动、各
种参观考察活动。还有一类就
是民间自在形式的传播，包含
漯河本地人向外迁移 （如青少
年的升学、中青年的工作变动
和婚嫁等），还包含外地人到
漯河参观、旅游等。

物的传播应该是更广泛的传
播形式。因为它比人的流动更便
捷。物的传播包含各种文字、视
频类文化产品，各种包含许慎、
小篆、《说文解字》 元素的商业
化产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尤其要注
重通过智能手机传播的物。例
如广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
布的 《说文解字》 手机应用。
说 文 解 字 APP 是 以 许 慎 所 著

《说文解字》 为基础打造的一款
手机应用，主要方便用户在手
机上进行汉字释义的查询，主
要 是 一 些 古 汉 字 的 解 释 、 笔
画、笔顺等内容，是学习汉字
的 好 帮 手 。 产 品 整 理 收 录 了

《说文解字》 540 个部首，总共
九千余字，解释内文虽有些文
字超出可显示的范围，本产品
补足了这些无法显示的文字，
让解释内文可以完整显示没有
缺字的遗憾，并提供了台湾地
区习惯使用注音符号显示及搜
寻的功能。因此，开发包含电
子辞书和中文、外文互译的功
能的手机应用，才是真正体现了
站位弘扬传统文化，才能让漯河
符号写满全球。

无论是城内建设系统，还
是传播系统，都不仅仅是漯河
市政府、各机关事业单位的事
情。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作
用，社会资源也不仅是本地资
源，还包括更多的外地资源。
另外，市里一个工作重点是摸
索体制内与体制外、外地资源
联合的有效形式，搭建平台，
出台激励政策。

作者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

加强子系统建设
完善汉字文化名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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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言我语你言我语

有人说：家是避风的港湾。有
人说：家是一个人的依靠。还有人
说：家就是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
有苦有甜可以诉说的地方。所以，
家，应该是有温度的、温暖的。家
的温度靠什么？让我们听听他们怎
么说……

■韩月琴
我出生在1978 年，也就是改革开放

那年的金秋十月，那时候，人们已经过
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生活一天一
天好了起来。社会发展到今天，真如戏
里唱的那样“祖国的大发展一日千里”，
这其中，不能不说一说灯的变化。

我上小学的时候，农村虽然已经有
了电灯，但是供电很不正常，三天两头
儿停电。停电的时候，就该煤油灯大显
身手了。拿空墨水瓶装半瓶煤油，再把
一截做衣服用的棉线来回折成几股用作

灯芯。在墨水瓶的瓶盖中间打个小孔，
把棉线穿进小孔里，把准备放进瓶子里
的那头留得长一些，露在瓶外的那头留
得短一些，约有两厘米左右就够了。然
后把短的这头儿放进瓶里用油浸湿后再
拿出，把长的那截棉线整个儿放进瓶子
里，盖好瓶盖。最后用泥把墨水瓶的表
面糊起来，只留瓶盖上的一小截棉线灯
芯在外面。这样，一个简易的煤油灯就
做好了，点燃灯芯，就可以用它照明了。

煤油灯发出来的光是微弱和昏黄
的，比不上蜡烛，更比不上电灯，但是
它也最廉价。因为经常停电，学校里又
有早晚自习，村里的小伙伴总是提着煤
油灯，三五成群地去村东头的学校里上
课。全班几十盏煤油灯，一簇簇小小的
火苗就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在瓶盖上
嬉皮笑脸地跳着欢快的舞蹈。趁老师不
在的时候，我们还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花
生，用细铁丝扎着在火苗上烤。烤到能
闻见香气的时候，剥开烤得黑黢黢的花
生壳，把带着烟熏味儿、半生不熟的花
生放进嘴里，一个个吃得开心极了，全
然不顾自己的脸蛋尤其是鼻孔被熏得跟
花生壳一样黑。

后来，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用蜡
烛照明的人家渐渐增多，煤油灯没有了
用武之地，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蜡
烛是商店里买来的，无须动手制作，只
要轻轻划燃火柴，一点就着，方便快

捷。在烛光下看书、写作业、吃饭、做
针线活儿，想着眼前的好日子，心里也
像烛火一样敞亮。除了日常生活的照
明，节日里也是蜡烛大显身手的舞台。
花花绿绿的灯笼里总少不了蜡烛那妙曼
的舞姿。每年正月十五夜，爸爸都会在
我家的大门两侧，各放上一个萝卜灯。
萝卜灯就是把萝卜挖成碗状，在底部放
置一支蜡烛，点燃后，那小小的火苗在
元宵节的夜里彻夜舞蹈，直至烛油燃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乡村已经
不再频繁停电，煤油灯早已悄然退出了
人们的生活，蜡烛也像跟我们捉迷藏一
样，很多超市都难觅它的踪影。现在，
只要是有灯的地方，大都是用电的，不
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灯的种类、形状、
颜色多得不计其数，它的作用也早已不
再是单纯的照明，很多场合都用它做装
饰。夜晚，漫步在沙河岸边，沙河两岸
数不清的霓虹灯次第闪烁，像鲜艳的花

朵一样绚丽绽放，为我们美丽的小城增
加了许多斑斓的色彩。

在家里，儿子房间的日光灯是遥控
的。寒冷的夜里，把遥控器放在手边，
手不用伸出被窝，只需轻轻一按，就能自
如开关，极其方便。遥想当年，我们被煤
油灯熏黑鼻孔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想象
不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美好的生活的。

鸦有反哺意，羊有跪乳恩。在新中
国七十年华诞之际，回望成长的岁月，
忆起我们曾经经历的种种，抚今追昔，
总有万千感慨涌上心头。新中国成立七
十年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见
证了历史的变迁，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更见证了祖国发展的日新
月异。我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
能坐享其成，应该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工
作中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
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

灯光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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