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家庭相册

我爸患有很严重的痛风病，
两 只 脚 掌 上 都 长 满 了 尿 酸 结
晶后的疙瘩。 而今， 81岁的爸，
行走困难， 走路如蚂蚁的步伐，
仿佛用力拔起一棵大树的根须，
一旦病痛发作时 ， 痛得呲牙裂
嘴， 常常歪过脖子， 痛苦地翻着
白眼说， 哎， 这样活下去， 有啥
意思啊。 这样的表现， 让我惊异
与患病之前意气风发的爸， 俨然
两人。

爸在75岁以前， 没进过一次
医院， 有了小病， 就是简单吃点
药， 或靠民间单方给予祛除， 他
为此还在同龄人面前得意地夸耀
过自己身体的强健。 不过迈过了
75岁这道槛， 疾病就汹涌着向我
爸扑来了， 痛风、 高血压、 糖尿
病， 一起降落在他越来越笨重的
身体里。

3年前， 爸一年之中接连住
了8个月院， 那年最后一次从医
院回家， 我见爸一把抱住家里房
门， 老泪簌簌而落， 进门第一句
话， 爸便吩咐我妈去老泡菜坛
子里抓把泡菜出来， 他想就着
泡菜喝一碗家里炉子上熬出的小
米粥。

今年春天的一个上午， 楼上
的赵老头儿突然想吃饺子， 于是
他老伴儿出门去买饺子皮， 回家
发现赵老头儿躺在地板上， 是脑
溢血发作， 再也没醒来。 我妈为
此总结说， 得老老实实把我爸看
住， 即使出门买菜， 我妈也是飞
快地迈动小脚， 貌似在参加一场
老年运动会 。 我爸和我妈 ， 就
这样常常坐在屋子里， 听厨房砂
锅上咕嘟咕嘟炖汤的声音传来，
仿佛是这老去岁月的流淌声。

病痛中的爸， 上卫生间也很
困难了， 我妈在卧室里为他准备
了一个痰盂， 爸的大小便差不多
就在那里进行。 有天我爸起床下

地的步伐慢了， 他又不想麻烦我
妈 ， 大便就哗啦啦拉进了裤子
里。 那次恰好我也在， 在疾病面
前的无力， 在儿子面前丧失了尊
严的爸， 这个以前哪怕见地板上
掉了一根头发也要弯腰拾起的老
头儿 ， 只见他黯然之中垂下了
头， 呜咽出声。

那天 ， 我忍不住轻声安慰
他： “爸啊， 没啥没啥， 人患病
了嘛， 得靠人帮助才行。” 爸摇
摇头： “我确实也不晓得， 这个
病把我拖成了这个样子。” 爸又
拉过我的手， 语气诚恳： “向你
妈转达一下 ， 她为我这辈子辛
苦了！” 我转身走向厨房， 向我
妈表达了爸的感谢， 妈怔了怔后
说： “这老头儿真有病啊 ， 一
家人说这客气话干啥呢。”

我爸和我妈， 70岁以前， 常
常也要为鸡毛蒜皮之事吵来吵
去， 有次因为我妈在汤里多放了
一勺盐， 和妈吵架后脾气暴躁的
爸居然做出了一个跳楼的姿势，
把我妈吓得双腿瘫软。

前几天去老刘家， 老刘的爸
疾病发作后成了 “植物人”， 躺
在床上有6年多了， 请了一个护
理的保姆， 靠鼻饲喂流食， 87岁
的老头子居然面色红润 。 老刘
说， 病魔待我爸是残酷了一些，
但每次回家还能看上一眼这个今
生成为父亲的男人， 心里也会好
受一些。 老刘还说， 感觉爸还是
家里一棵顽强挺立的老树， 过节
时， 儿孙们回家， 一声声亲热地
喊着 “曾祖父 、 爷爷 、 外公 ”
时， 虽然老头子没啥反应， 但那
一幕情景， 让节日里的家， 依然
亲情漫溢。

生命， 其实是一场漫长的告
别。 疾病突来， 天黑以前， 亲人
的相守， 是夜色降临中摇曳的暖
暖灯火。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我20岁的那年， 被招干到城
里工作，我临走的前一天，好友梁
子把我叫到他家， 他的母亲为我
炒了一盘鸡蛋、一盘土豆丝，还宰
了他家那只唯一的大公鸡。

那天晚上， 我和梁子坐在他
家土炕上， 吃着梁子母亲为我做
的送行宴。 话语里梁子带着几分
伤感说： “唉， 我家里穷， 没有
读上书， 只能呆在乡下种地了。”
听了梁子的话， 我不知说些什么
好， 心里多少有些酸楚……

梁子和我同岁， 上小学是在
一个班 ，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
错， 就是因为他家生活困难， 读
完小学他就辍学了。

那时候他家住的房子还是他
爷爷辈留下的土房子， 房子又破
又旧又低又矮， 老式的木制窗户
上糊着发黄的报纸， 房子里面又
黑又暗。 我到他家去玩看到他家
吃饭的时候锅里不是土豆就是萝
卜， 就是因为生活所迫， 梁子辍
学回家和父母共同负担起了生活
的重担。

到了城里后， 我和梁子一直
保持着书信的来往 ， 在那些年
里 ， 梁子在信中从不提他家的
事， 只是打问一下我的情况。 直
到了1986年秋天， 梁子来信邀我
去参加他的婚礼， 我才怀着一颗
思乡的心情回到了家乡。

家乡变了， 乡间的土路不见
了， 取而代之的是柏油路， 原来
道路两边那些破旧的房屋被整齐
有序的红砖房取代。 我找到了梁
子的家， 一进门看到的是四间新
砖房取代了我记忆中那几间破旧

的土块房子， 在梁子的引导下，
我走进了新房， 房子里清一色的
家具电器非常耀眼， 而最让我注
目的是在新房一侧的书架上还摆
放着不少农业书籍， 我想， 人勤
政策好， 肯定能致富。 梁子赶上
了好政策和好时光， 才有了今天
的变化。

从那以后， 梁子和我的书信
更勤了。 记得那是2004年的8月，
梁子给我打电话， 电话里听梁子
呵呵地笑个不停， 我莫名其妙地
问： “你傻笑个啥， 是不是有什
么 喜 事 了 ？ ” 梁 子 边 笑 边 说 ：
“是喜事呀 ， 我儿子考上大学
了！” 我一听， 惊喜万分， 这对
梁子一家来说 ， 真是天大的喜
事。 我连想都没想就对梁子说：
“大好事呀， 我请假明天就回乡
下看看！” 梁子笑着说： “你也
该回来看看了！”

如果不是梁子让儿子到路口
接我， 我这次恐怕就很难找到梁
子家的门了 。 进了梁子家的院
子， 我看到的是东、 西、 北三面
修了三排砖房， 院子收拾得井然
有序， 花池里艳丽的花卉开得正
旺， 院里除了大小数间卧室和客
厅外， 还有现代化的厨房、 带热
水器的淋浴间。 在我不停的赞叹
声中， 梁子媳妇脸上露出了掩饰
不住的喜悦， 倒是梁子的老母亲
则在一旁不停地唠叨道： “你还
夸他个啥 ， 我看他就是个败家
子， 手里有了两个钱折腾起来就
没个完了， 还说什么等挖好了下
水 道 把 厕 所 也 要 搬 进 屋 里 来
……” 我笑着说： “大妈； 这是

你老人家的福呀！” 我话没说完，
就见梁子驾着摩托车驮着一只肥
羊从大门进来， 他见了我高兴地
说： “知道你今天要来， 就去山
上抓了一只羊， 今天晚上咱们煮
上肉， 喝上几杯， 好好聊聊。”

往后的日子里， 因为回家乡
的交通便利了， 我回家乡的次数
多了， 亲眼目睹了家乡一天天的
变化， 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后，
家乡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 一栋
栋高楼拔地而起， 宽阔的马路四
通八达， 特别是家乡人通过勤奋
的劳动口袋都鼓了起来。 梁子也
搬进了140平方米的楼房， 这还
不算， 梁子还花了20多万元买了
一辆轿车， 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
滋润，

改革开放40年 ， 我从梁子
的 身 上 感 受 到 了 家 乡 巨 大 的
变化。

梁子的故事 □汪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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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守守的的灯灯火火
□李晓 文/ 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良好的家风、 家教既浇灌
了王谢人物， 也成全了寻常百
姓 ， 更铸就了声名显赫的家
世。 著名学者诗人余世存在其
新著 《家世》 中， 以叩问历史
的笔墨， 细述名门家事， 点评
名人功过， 再现家训带来的巨
大力量。

《家世》 是一部围绕具有代
表性的中国家族的传记作品 ，
从 “家风、 家教之于我们的人
生与社会 ” 的视角书写家庭 、
家族的故事， 反思家世之于个
人、 国家乃至文明的意义。 该
书主要以明清以来几百年的家
族为主体， 以一种大历史的视
野， 通过撰写17家百年家族的
传奇经历， 重温中断一个世纪
的大家风范， 使家世在中国文
化里的整体面貌得到了立体呈
现 。 书中的家族 ， 既有南怀
瑾、 荣毅仁等众所周知在中国
社会引领风潮的名门望族， 也
有蔡文彬、 杨志鹏等这样传承
久远、 代有才人出的平头百姓
家族 。 无论伟大亦或是平凡 ，
都呈现了家风家教的本源教育
意义。

“家训” 是家族内一代代传
承下来的对下一代的训教及期
许。 是结合了一代代教育上的
经验， 为人处世的技巧， 而逐
步改革出来的。 自然它的力量
就更为强大， 对后世影响也是
深远的。 比如林同济家族的理
念是要培养专门人才， 以适应
中国的现代化； 卢作孚家是让

孩子创造幸福不要当败家子 ；
黄兴对子女的要求是无我、 笃
实； 吴越钱家要求子孙虽愚诗
书须读……在书中， 余存世强
调了家训的正面功能， 那些培
养了人的正直、 华贵、 积德行
善等品性的家族， 在他笔下都
有浓墨重彩的表达。 不管是从
风云人物的宏大叙事退归到家
族传承、 修身做人， 还是从特
定的家风、 家训出发， 探寻家
族传统对于人生 、 社会的意
义， 或是通过亲朋或自己的切
身经历、 处境， 反思 “家” 给
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羁绊与助
力， 都让读者从中体会到家训
的力量。

从古至今， 家风家教都是
评价一个人品行的重要标准 。
历史也反复证明， 一个人的家
训对其处事与做事有着重要影
响， 这在 《家世》 中都可以寻
到佐证。 如 《梁家直道而行》，
从 “听朝廷命剿捻军， 做官并
卒于山西” 的先祖梁承光， 到
用 “尸谏 ” 表示 “国性不存 ，
我生何用” 的官至民政部主事
梁济， 再到 “三军可夺帅， 匹
夫不可夺志” 的 “中国最后一
位大儒” 梁漱溟， 以及其坚持

直抒胸臆的儿孙 ， 梁家五代
“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 在
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不做 “自
了汉 ”， 总以 “承担 ” 来 “表
现” “中国的脊梁”。 《宋家做
伟大人才》 讲述了从海南文昌
县走出闯世界的农家孩子宋耀
如，不仅将自己培养成才，更是
以“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和
“做伟大人才”的家训，使得家族
中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两位政府
首脑、两位“第一夫人”……纵观
中国近现代史，那些在几乎模式
化的教育系统下仍显得与众不
同、充满创造力、有大家风范的
杰出人物， 都跟其家训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家世本身是教化之源，只
要我们听闻，就能看见自己的位
置和面貌。 ”虽然当代人受到空
前的教育、信息文明的洗礼，但
当代人“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
丑恶 ”。 传统中国文明宗亲的
“断裂”让“ 失教、粗鄙、飘零、失
去家园故土”等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需要重塑一种价值秩序 ，
最好的落点就是家庭，而家训便
是先辈留给后人最无价的遗产，
是安身立命的真谛，是修身齐家
治国的秘诀。

□秦延安

家训的力量
———读余存世的 《家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