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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爱与大爱的抉择

□冯天军

林觉民， 从小就是一位特
立独行的少年 。 他不修边幅 ，
性情潇洒 ， 他虽然学问不错 ，
毕竟不喜欢科举之学 。 1899
年， 林觉民12岁， 父亲让他参
加县里的童生考试， 他在试卷
上写下了 “少年不望万户侯 ”
7个字， 就离开了考场。

林觉民是在革命党人的熏
陶下 ， 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
1900年， 13岁的林觉民考取侯
官高等小学 ， 创办者都是具
有 新思想与大志向的革命党
人， 林白水就是其中之一。 他
是孙中山的追随者， 并与黄兴
有联系。 学校以培养革命人才
为己任 ， 以推翻清政府为目
标， 在这里， 性情不羁的林觉
民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浸
染。

后来， 林觉民考入了福建
高等学堂， 他常说： “中国非
革命无一自强 ”， 他以推翻清
朝统治为己任， 以革命殉国为
理想。 因此名声大震。 他把邹
容作为自己的精神楷模， 经常
讲邹容的故事给年轻人听。

1907年， 林觉民东渡日本
留学， 与具有革命思想的 “赤
心人” 交往颇多。 作为中国同
盟会的骨干成员， 他积极参加
革命党人的活动， 认为中国革
命需要暴力推翻腐朽的清政
府 ， 并参加君主立宪派的辩
论。

1911年， 中国同盟会在香

港成立了统筹部， 召集海内外
同盟会成员 ， 策动广州起义 。
林觉民从日本回国， 负责在福
州 “选锋 ” 。 广州起义爆发 ，
他怀揣炸弹 ， 与众人进攻总
统 府 ， 并随后展开激烈的巷
战， 由于缺乏集中领导、 组织
混乱、 走漏消息等原因， 没有
达到预期目的 ， 最终惨遭镇
压， 林觉民腰部中弹， 最终被
捕。

他在受审时 ， 慷慨陈词 ，
肛肠如铁， 心底光明如雪， 满
庭震惊 ， 体现了一个革命者
“苟利国家生死以 ， 岂因祸福
避趋之” 的高尚情怀。

广州起义的前3天 ， 林觉
民自知这次起义的结果， 生命
难保，在香港某滨江楼，给父亲
和妻子各写了一封绝笔书。 《与
妻书》 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
情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
此书与汝永别矣 ！ 吾作此书
时， 尚是世中一人； 汝看此书
时 ， 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每每读至此处 ， 喉头便被噎
住， 忍不住眼眶就红起来， 通
篇都是 “泪珠和笔墨齐下， 不

能竟书而欲搁笔 ” 的缱绻情
长， 在血色腥风中， 开出一朵
绝美的情花。

1905年， 林觉民与陈意映
结婚， 夫妻琴瑟和谐， 关系融
洽。 林觉民人世的绝笔， 是陈
意映苦难的开始， 她想追随觉
民而去 ， 可 是 她还怀着八个
月的孩子 ， 公 公 婆 婆 哀 求 她
活下来。 两年后， 陈意映因抑
郁而死， 年仅22岁。

在没读 《林觉民》 和他的
《与妻书 》 之前 ， 可能大多人
会觉得林觉民只是一个一心为
革命的勇士。 读完了之后， 我
才发现 ， 他更是一个有亲情 、
懂爱情的人 ， 只是他太爱了 ，
以至于上升到了对全中国人
民的爱 ： “老吾老， 以及人之
老 ； 幼 吾 幼 ， 以 及 人 之 幼 ”
“吾爱汝至 ， 所以为汝谋者惟
恐未尽， 汝幸而偶我， 又何不
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吾幸而得
汝 ， 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
国 ！ 卒不忍独善其身 。” 《与
妻书》 表达了 “助天下人爱其
所爱， 为天下人谋永福” 的追
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之际 ， 读到 《林觉民 》 一
书 ， 一股浩然之气油然而生 ，
先烈的舍 “小我” 求 “大我”，
舍 “小家 ”顾 “大家 ”，舍 “小爱 ”
追 “大爱 ”的家国情怀 ，将激励
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读《林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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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枚枚特特殊殊的的纪纪念念章章
□许宇杭

从前的从前
□古保祥 文/图

爷爷有一枚50年以上党龄纪
念章， 平时像宝贝似的小心翼翼
珍藏， 只在每年7月1日党的生日
那天， 才佩戴在胸前， 一如当年
当兵时迈着矫健的步伐， 去参加
党组织活动。

或许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枚
极其普通的纪念章， 但在爷爷眼
里， 却是无价之宝， 让爷爷引以
为傲， 视作珍宝。

这是一枚怎样的纪念章呢？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爷爷打开了
精心保管的枣红色小木盒， 一枚
金灿灿的徽章静静地躺在其中，

闪亮的党徽， 熠熠生辉的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50年以上党
龄纪念” 字样……

50多年的党龄， 是一段峥嵘
历史， 是一段奋斗故事。 随着枣
红色小木盒的打开， 爷爷也打开
了尘封于心的话匣子。

爷爷出生在1941年， 亲历了
时局动荡、 战火纷飞的旧社会，
目 睹 了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翻 天 覆
地的变化， 1960年光荣入伍， 成
为了一名紧握钢枪的解放军战
士。

爷爷是通讯兵， 那时， 通讯

兵是部队的 “千里眼、 顺风耳”，
选拔非常严格， 必须政治坚定、
技术精通、 作风过硬， 个个都是
百里挑一。 “银线架四方， 电波
振长空”， 爷爷架线、 接线， 样
样在行。

经过部队血与火的洗礼， 爷
爷从通讯员到无线电员， 而后当
通讯班班长， 荣立三等功。 入伍
后的第二年， 年仅二十岁就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想当年
入党时的情形， 爷爷还清晰记得
当年的誓言： “努力提高自己的
觉悟， 积极工作， 精通业务， 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屈不挠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五年的军旅生涯 ， 通讯兵
“铁脚走万里， 红心为革命” 的

誓言深深地烙在了爷爷的心里，
在人生路上， 无论是平途坦道还
是坎坷崎岖， 都走得异常坚定。

1965年， 爷爷退伍了， 一双
紧握钢枪、 敢打敢拼的手， 变成
了埋头苦干、 勤恳创业的手。 退
伍后爷爷到生产大队工作， 负责
大队的社队企业 ， 搞得风生水
起。

怀有一颗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的红心， 无论走在哪里都
会发光发热。 1979年创办全国第
一家县办化纤厂时， 爷爷被抽调
到化纤厂参与筹建工作， 组织上
让爷爷担任了普通的电工班班长
职位 。 当时已是大队副职的爷
爷， 不计个人得失， 欣然前往报
到 。 “是金子 ， 到哪里都会发

光”， 爷爷从普通的电工班班长
干起， 因工作成绩突出， 很快被
提拔为设备科长、 副厂长、 副书
记 。 脱下军装后的爷爷初心不
变、 斗志不减， 无论工作怎么调
动 、 角色怎么变化 ， 都泰然处
之， 始终把现有岗位看作是 “为
党作贡献的舞台， 为人民服务的
阵地”。

退休后， 爷爷发挥余热， 任
村老年支部副书记， 在新的岗位
上继续干好党的工作， 当起了村
里的 “老娘舅”， 为村民调解矛
盾， 为村里出一份力， 为百姓解
一些忧。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 我积
极 要 求 进 步 ， 踏 上 工 作 岗 位
第 三 年就加入了党组织 。 我再
次凝视爷爷的党龄章， 上面浓缩
的那段燃烧的岁月， 仍然闪耀着
耀眼的光芒 ， 不管时代如何变
化， 只要党在心中， 就能在任何
岗位上传递正能量， 矗立精神标
杆。

祖母疼人的方式很特别， 除
了给你制作各类奇形怪状的小玩
具外， 便是整日在你耳边唠叨她
的陈年往事。

祖母的从前十分凄惨， 十几
岁嫁给了大她30多岁的祖父， 一
年后祖父死了， 祖母守了寡。 生
下父亲后， 祖母没有再嫁， 直到
有了我。 她常说，我是她命中的
福。

我是祖母一手带大的， 每逢
冬天， 便到了她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 冬夜漫长， 而我最喜欢依
偎在她的怀里， 听她讲从前。

真的听腻了， 不想听了， 有
时候我抬起头问她： “奶， 有没
有新鲜的东西？” “新鲜的， 有
呀， 你爷小时候被狗咬的故事。”
“我爷一直被狗咬吗？ 不是咬过
一次了吗？”

有耐心的时候， 便假装 “仔
细” 听， 手中准备好了棉花， 悄
悄地塞在耳朵眼儿里， 不大会儿
工夫， 便在 “嘤嘤成韵” 的声响
中， 安然而睡， 一觉到天明。

我的父亲他很少管我， 只是
在祖母有病后， 他对我的管教才
“变本加厉 ” 起 来 。 很 少 与 他
和 母 亲 睡 觉 ， 不 习 惯 ， 祖 母
有病那个冬日里， 我不得不蛰
缩在他们的床尾。

小时候在乡下， 没有抽水厕
所， 全是垒起来的茅厕， 奇臭无
比。 父亲的手艺便是垒厕所。

父亲第一次垒厕所， 是在我
8岁那年。 家里没有厕所， 他自
告奋勇修了半个月时间 。 修好
了， 样式非常差， 可是， 却成了
全村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厕所。

我和泥的本事， 就是小时候
跟父亲学来的， 只是有些淘， 我
在和好的泥中， 偷偷塞进一两块
小砖头， 砖头调皮， 硌了父亲的
手 ， 鲜血淋漓 。 我好想承认错
误， 父亲却心疼地看我的手， 担

心我受伤。
祖母作了古， 父亲也步入老

年。 老来多病， 我时常周转于工
作与家庭之间， 疲惫不堪。 父亲
好像从祖母的血液中接过了爱唠
叨的基因， 他晚年也爱讲故事。
三三两两地听， 听烦了， 有时候
便数落他几句。 没有数落几年，
风烛残年的他， 驾鹤西游。 让我
从此后每每想起他 ， 便泪流满
面。

年近不惑的我也喜欢上了唠
叨， 讲从前， 讲小时候的乡下往
事，讲一头猪撞在树上，讲岁月蹉
跎、时光荏苒。

小儿子睁大了眼睛听我的故
事， 听够了， 便说：“爸， 从前有
多远， 从前的从前还是从前， 还
有更远的从前吗？”

我好想告诉他， 等你老了，
你也许会喜欢与自己的孩子讲过
往的事情 ， 不是纠缠 ， 不是唠
叨 ， 只是怀念 。 怀念远去的亲
人， 怀念那些过眼云烟。 这是一
脉相承的血脉， 更是一种一如既
往、 勇往直前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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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
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何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
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
澎 湃 。 你 还 记 得 你 入 党 时 的
难 忘 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 你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
样的？ 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
行 党 员 义 务 的 呢 ？ 为 展 现 首
都 职 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
使命的生动故事， 即日起， 本报
面向全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故
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内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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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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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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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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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