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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源于自己从西北黄土地
走出的缘故吧， 我一直钟情黄土
味道的小说 ， 路遥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 就是其中之一 。
春节过后， 北京卫视把这部被誉
为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
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搬上
银屏， 使我从视听上再次感受到
小说中所描绘出黄土高原波澜壮
阔的恢宏场景、 一个个鲜活人物
跌宕起伏的命运， 甚至从有些片
段中可以找到自己青春年少时的
影子。

在我中学时代， 也有过同样
的经历。 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 我在县城高中读书， 县城
离家有十多公里的黄土路， 家里
当时没有自行车， 只能步行， 回
一趟家很不容易， 所以从乡下来
的同学平时就住在简陋的学校

里。 学校没有食堂， 城里的同学
都是回家吃饭， 而我们乡下的同
学们都是自带干粮， 学校仅有一
座供我们喝开水的锅炉房。 我和
其他农村的同学一样， 一个星期
回家一次， 每次从家里带回来一
些锅盔馍 ， 拿些家里腌好的咸
菜， 一啃就是一个星期。 冬日，
天寒地冻 ， 锅盔馍往往冻成了
“铁疙瘩”， 咬都咬不动， 于是我
们就利用课余时间， 把冻得结实
的锅盔馍拿到学校锅炉房里的锅
炉旁边烘烤 。 到了夏天 ， 温度
高 、 湿度大 ， 锅盔馍极容易发
霉， 每每过上两三天， 锅盔馍表
面上就会长上一层白毛， 遇到阴
雨天， 锅盔馍表面常常会出现斑
斑点点的浅绿色霉点， 我们称作
“梅花馍”。 即使这样， 我们还是
舍不得扔掉， 而是将发毛的锅盔

馍掰成小块， 找一个晴好天气，
散放在操场上的乒乓球台上晒
晒， 或者用网兜装起来， 吊在树
叉上， 让它风干， 然后用开水泡
泡吃下去， 再不然就用火烤得黄
干黄干的再吃。 实在吃不了， 也
要拿回家去喂牲畜、 做醋粬。 因
为我们农家子弟， 知道粮食是父
母面朝黄土背朝天， 汗水在地上
摔八瓣换来的， 自己也亲身品尝
过 “粒粒皆辛苦” 的味道。

剧情中， 孙少平对自己的同
学说自己迟早要扒火车去看外面
的世界， 去黄原、 去西安， 甚至
是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当年，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稚嫩的想法，
由于家乡土地贫瘠， 又常年干旱
缺水， 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的样
子， 而得不到应有的收获， 再看
着县城同学优越的生活条件， 于

是默默地下着决心， 一定要走出
农村、 走出黄土坡， 做一个吃上
商品粮的城里人。 正是由于这个
信念的支撑， 我如愿地跳出了农
门。 在毕业分配时 ， 面对好几
个单位的选择时， 我毅然选择
了毗邻北京的冀东迁安首钢矿
区， 因为我和孙少平上中学时的
想法一样， 想去首都北京看看天
安门。

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磨
练是人生的最高学府。 在以后的
日子里， 每当我生活遇挫时， 我
都会以这段艰苦岁月为背景， 重
新鼓起战胜困难的勇气， 浑身充
满了力量 。 人生这段经历都有
了， 就没有吃不了的苦， 过不去
的坎； 在平凡的世界里， 只要心
怀理想和信念， 不弃不舍， 就没
有做不成的事。

■图片故事

■特稿

□盛丽秀 文//图

【情怀】15副刊２０15年 3月 12日·星期四│本版编辑卢继延│美术编辑李媛│校对周薇│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刘鹏 文//图

这张钤印有 “京师公立第二
十八国民学校 ”、 “学生成绩 ”
的老照片拍摄于 1916年 。 据考
证， 京师公立第二十八国民学校
是现在的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大三
条小学。 照片记录了当时学生的
生活 。 其中 “乒 乓 游 戏 摄 影 ”
可能是最早记录我国开展此项
运动的影像。

乒乓球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
的英国， 1903年， 英国人古德发
明了胶皮球拍， 直到1926年， 才
出现表面有圆柱形颗粒的胶皮乒
乓球拍。 中国早期的乒乓球运动
仅在上海、 广州、 北京、 天津等
少数大城市开展 。 这张照片证
实， 在1916年， 乒乓球这项体育
运动已经普及到京城小学校园。

照片上的乒乓球台案是用两
把条凳搭起一块木板而成的简易
台案， 尺寸很小。 注意！ 左边男

孩手里握的球拍像是用硬纸板制
作的， 显得十分单薄， 可见最初
的乒乓球运动 是 很 不 规 范 的 。
在围观的孩子中， 男孩子多女孩子

少， 从他们幼稚的脸上看到， 神
情是那样的专注。 站在最右边观
看打乒乓球的男孩还留着长辫
子， 显示当时的大清遗风。

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 每
到3月12日植树节这一天， 许多
的中小学都会举办植树活动。 大
家一起来到户外阳光下， 春风煦
暖， 植树现场挂着 “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这样的条幅， 我们把
植树作为一件神圣而自豪的事
情。

那会儿， 阳春三月， 小溪里
冰层融化， 有时能听见山涧里叮
叮咚咚的春水流， 而大地上的泥
土也开始解冻松软， 正是种树的
好时节。 通常高年级的同学负责
在山野的空旷地上挖好一个个树
坑， 把小树苗一棵棵栽在里面培
上泥土， 而低年级的同学则提上
小水桶到拉水车那里接水负责给
栽上的树苗浇灌。 有时山野边有
小溪， 同学们会直接到那里提水
浇树。 阳光下， 大家干得欢实，
有时老师跟我们说些旁白， 会说
那些树苗和我们一样在阳光雨露
下将一天天成长， 将来变成栋梁
之才， 成为防护林抵挡风沙， 也
会成为这个世界的风景。 有许多
次放学后， 我们也会跑去看我们
栽种的那些小树， 看着它们一天
天长高。 多年后， 因为一批批学
生， 一年年地在那里植树， 校园

的后山已形成了一片小树林， 而
曾经山间光秃秃的堤坝也因有绿
树的环绕多了绿色的诗意。 至今
我还记得我们栽种过的那些树，
有绿油油的松树 ， 有挺拔的杨
树， 也有婀娜的柳树， 它们在家
乡的原野上枝繁叶茂， 也见证着
我们成长的岁月。

除了校园集体植树， 还记得
爷爷栽过的树。 那是一年的植树
节前后， 爷爷从集市上买来一些
果树的树苗栽在房前屋后的空
地， 其中有杏树， 桃树， 枣树等
好多树苗， 几年后那些果树逐渐
长大， 当那上面结满了果实时，
更让我们欣喜若狂。

工作以后， 单位每年植树节
会举办植树公益活动， 我们很珍
惜这样的机会， 当大自然雾霾天
气越来越多， 当空气指数不断下
降， 我们只希望绿树给我们带来
更环保的生活。

一句外国名言 “人诗意地栖
居在大地上” 是我们向往的理想
生活状态， 而要诗意地栖居怎么
能少了绿树红花！ 植树不仅是为
了世界的风景， 也是净化大自然
的空气，当植树节来临，我们不妨
为未来种上一棵树，让后人乘凉。

中国早期的乒乓球运动

那些年的植树节

在《平凡的世界》里寻觅我青春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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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军区要搞一场大规
模的军事演习。 从年初开始， 连
队的所有训练都围绕这次演习进
行。

到了8月份 ， 大批的坦克开
进了我们的驻地。 这些大家伙平
时我们只是在教科书上看到过，
这次看到了真的， 大家都兴奋不
已， 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一天， 连长告诉大家， 经上
级批准， 坦克连长将给我们介绍
坦克的性能， 以及现场观看坦克
表演， 也允许大家穿上坦克服到
坦克里参观留影 ， 大家都很激
动。 那天， 我也穿上坦克服， 留
下了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穿上坦克服
我也威武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