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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鬓角的白
（外二首）

■ 木易

绿色的向往

■ 魏有花

“我的家风家训”主题征文获奖作品选登

岁月如风，时光静静地
流淌，童年的记忆也随着时
代前进的波涛渐行渐远。
但听收音机却成了我深藏
于内心、无法割舍的一种情
怀，每每忆起，仿佛又回到
那个简单而快乐的童年。

在那个物资匮乏、文化
娱乐生活单调的年代，收音
机俨然是普通家庭的一件
奢侈品，能拥有一台是许多
家庭的梦想。在我刚上小
学时，家里省吃俭用，花了
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买下一
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
机。收音机正面右侧是上
下两个旋钮，上面那个用来
调频，下面的既是开关也可
以调节音量。中间是透明
的有机玻璃，里面是一根红
指针，通过它的左右移动可
以选择不同的节目频道。
左侧是音箱，表面是等距离
排列着的条形塑料条，在它
的左上方镶嵌了一个红灯
笼的小标识。收音机下方
贴着一条窄窄的铝皮，上面
醒目地刻上了“红灯”和“上
海无线电二厂”等字样。第
一次听到那个物体里面能
传出声音，真是让人感到神
奇又兴奋。

因为童年时书籍缺乏，
所以收音机自然成了我周
日打发时间的好伙伴。小
喇叭节目、相声、上海独角
戏、广播连续剧等都是我喜
爱的节目。即使去田间地
头割草，我也把收音机放在
篮子里带过去，边干活边收
听，不知不觉间就把草割完
了，从来不觉得累。但遇到
雷电天气，常常让我感到很
无奈，因为雷电干扰了信息
接收，收听环境变差了，传
出来的声音常伴着“滋滋
滋”的杂音。偶尔发现声音
模糊了，我便手忙脚乱地调
整方向，就怕错过精彩瞬
间。而大人们认为雷电会
击坏收音机，催促着我把它
关掉，弄得我心里很纠结。

让我最着迷的节目就
是评书。记得最早收听的
节目是《岳飞传》《杨家将》，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
播讲抑扬顿挫，行云流水，
但每到精彩之处或关键时
刻，她将惊堂木一拍，接下
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这扣人心
弦的评说方式吊足了我的
胃口，欲罢不能，常常弄得
我第二天上课时还牵挂着，
期盼早点放学回家，作业也
草草完成，因此，没少挨老
师和父母的批评。评书是
我当年享受到的最丰富的
文化大餐，我的心情也常随
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起伏
不定，为岳家军大破朱仙镇
欢欣鼓舞，为十二道金牌召
回岳飞扼腕叹息，又为风波
亭岳飞等冤死而拍案而起
大骂秦桧，对满门忠烈的杨
家将感到钦佩，对穆桂英大
破天门阵的传奇津津乐道
……后来，单田芳老师的
《隋唐演义》《薛家将》，袁阔
成老师的《三国演义》《水浒
传》等，我都没有错过，他们
用具有感染力的声音给听
众带来了精神食粮和无限
快乐。

考上师范后，陪伴了我
近十年的红灯牌收音机才
和我分开，但是每逢节假日
回来，我还是会打开它收听
节目，依然是那么熟悉和亲
切。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人
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录
音机、音箱、电脑、大屏幕液
晶电视等各种电器不断更
新换代，功能也越来越齐
全，但我对收音机的情怀始
终难以割舍，常常在不经意
间又会想起当年那份惬意
而美妙的电台时光，想起那
醇厚悠长的电波声，想起那
逝去的流年碎影。在那个清
贫的时代，它承载了我的童
年，丰富了我的生活，也见
证了新中国从贫穷走向富
强的发展历程。

■ 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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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收音机的情怀
始终难以割舍，常常在
不经意间又会想起当年
那份惬意而美妙的电台
时光，想起那醇厚悠长
的电波声，想起那逝去
的流年碎影。

打开《封神演义》，已是晚上9
点半。 这本《封神演义》是爷爷去
世前最心爱的一本书，并不是因为
这本书爷爷有多爱看，实在是因为
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能有一本
可供消遣的书已是不易。看着手
上的这本书，我思绪翻飞，仿佛时
光又将我带回到5年前。

“人这辈子有机会学习就要抓
住机会，我这辈子就是读书读得不
够多，所以现在只能当一个农民。”
爷爷总是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

爷爷是读过书的，不过时间不
长，所以没能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
的命运。但尽管如此，农闲时节，
也丝毫不影响他手捧一本书静心
阅读。我从小对文学的热爱大概
启蒙于此，尽管家庭条件并不富
裕，但这丝毫不影响爷爷买书阅
读，《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水
浒传》都是他书桌上的常客，而小
小年纪的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开
始慢慢啃这些艰涩难懂的书籍。

“读书贵在心静，心浮气躁什
么事都做不成。”爷爷说这话的时
候，我正以一目十行的速度读着
《封神演义》。

“你自己看书慢还说我心浮气
躁，我看得快也不代表我没看懂
啊。”我反驳。

“你今天看懂了，没有细细品
味，明天就忘，看了也是白看。”爷
爷说。

可是年幼的我哪里懂这些道
理，只知道囫囵吞枣，和这个小老
头比试着谁看书的速度更快。

很快，《封神演义》被我翻完
了，我又去寻找下一本书。书桌上
的《水浒传》被我相中了，但爷爷担
心我太过年幼，会被《水浒传》中血
腥的情节和场景影响心性，不让我
看这本书。同理，金庸、古龙的小
说，通通不许看，只能看正史，他总
是害怕这些打打杀杀充满江湖气
息的武侠小说会迷失我的心性，会
让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可是，如今看来，我不得不承
认爷爷当时的做法是对的，很多人
确实会因为心性的不坚定沉迷于
其中，从而荒废了学业，爷爷的未
雨绸缪让我在学习路上更加顺
畅。因为读了很多史书，我的成绩
竟一直不错，这不得不归功于我的
爷爷。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爷
爷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放弃
自己的爱好和精神追求。

除了爱读书，写字对爷爷来说
也是一件乐事。爷爷的毛笔字写
得极好，尽管每日的农活让他的双

手已经布满了老茧，可是这丝毫不
影响他执笔。我的书法启蒙也是
来源于他，教我如何握毛笔，如何
运笔，年幼的我在他的熏陶下对书
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只可惜好景
不长，爷爷并未教我很多书法上的
技巧，毕竟农活实在太多，他需要
为生活忙碌奔波，一个月能有一次
空闲时间练习书法对他而言已是
奢侈。

“唉，老了，老了，笔已经握不
稳了，横平竖直也写得不像样了。”
他总是这样哀叹，每一声哀叹都如
一根针般扎入我的内心，您怎么老
了呢？您怎么会老呢？您在我心
里可是永远那么乐观豁达、精力充
沛的啊。

事实证明，他是真的老了，去
医院检查出癌症晚期的那天，我一
直觉得像梦一样。我催促自己赶
紧醒过来，别自己吓自己，他还活
蹦乱跳的，还好好的，还会和我比
赛谁看书快，还会教我写毛笔字
……可是，这终究不是梦，那个小
老头，还安慰我们，说他觉得自己
没问题，哪怕是在他最痛的时候，
他都没有泄过气，没有说过一句丧
气话。三个月后，已被病魔折磨得
瘦骨嶙峋的他终究还是离开了我
们。

爷爷去世前，大爸和幺爸搀扶
着他，他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用
尽最后一丝力气写下一副对联：唯
读唯耕行正路，亦忠亦孝承祖训。
他也在用他的一生，践行着这副对
联上的训诫。而我们，终将从他手
中接过这副对联，继续用我们的一
生完成这幅对联。

如果你要问我何为家风家训，
我想，于我而言，爷爷的言传身教
就是我们家最好的家风家训。他
这一生，从不因为自己身处泥泞就
自怨自艾，也从不因为自己只是农
民就放弃精神追求，他教会我静心
阅读、踏实做事，教会我乐观豁达、
积极向上，教会我坦然面对人生的
苦难，这样的精神，就是我们家世
代传承的家风家训，我也将带着爷
爷传承给我的这些精神勇往直前，
不畏人生的风雨和苦难，用家风家
训谱写我生命最美的篇章。

合上书，已是晚上11点，爷爷
的很多书籍都在他去世后遗失，唯
有这本《封神演义》一直留存我之
手，它不仅寄托着我对爷爷的思
念，更是我们家精神传承的载体。

（指导教师：文怡）
（本文作者系乐山市草堂高级

中学学生）

前几日读《傅雷家书》，被书中
透露出的父亲对孩子品德上的教
育、精神上的涵养深深震撼。合上
书，我陷入了沉思，傅雷一家的家
风像一缕清泉一样浸润着我的内
心，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对孩子的谆
谆教诲，他们的孩子才能在自己的
人生路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家
风家训，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
安身立命的重要支柱，也是我们传
承先辈精神的重要途径。

回想一下，我们家似乎没有那
么多放在明面上、写进书本里的家
风家训，也没有多么震撼人心的教
育理念，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父
母对我的教育总是浸润在日常生
活中的件件小事情里。我的父母
虽然没有取得如傅雷一般的成就，
但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天下的父母

也总是出奇的相似，总是希望自己
的孩子正直、善良、勇敢、坚毅……

我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公司
的小职员，每天为了工作和生活奔
波忙碌，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东奔
西走，但他总是尽职尽责地做好力
所能及的事情。无论生活多么艰
难，我从未听父亲抱怨过一句，哪
怕是在疫情期间，收入减少，而作
为一家支柱的父亲也从未放弃，他
总是以最乐观及诚挚的内心来面
对生活的苦难。为了考工程师证，
每晚夜深人静之时，还要坐在书桌
前埋头苦读，他告诉我，他想做的
事情他一定能做到，工程师证一年
考不下来就考两年，两年不行就三
年，总有一天，他会完成这件事。
父亲用行动告诉我：没有什么事是
通过努力不能完成的，尽管我们没

有那方面的天赋，但我们也可以做
到。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真
正的家风，但我也确实从父亲对待
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上获得了前行
的力量。父亲在日常生活里对我
的每一句教导都像是春天里的细
雨，细且无声地浸润在我的生命
里。

我的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总说自己没有
什么文化，不知道怎么教育我，但
我却觉得她教给我的东西是其他
人无法相比的，诚实、守信、坚韧
……这些品质无一不是从我母亲
身上获得的。无论她多么拮据，答
应过给我的东西，她总是能如约完
成；无论她多么劳累，在我面前，她
总是微笑着回应我的要求；无论生
活多么艰辛，她也总是能以最积极

乐观的心态告诉我生活会越来越
好，只要自己努力，眼前的困境就
不算是困境。母亲的教育是我前
行的动力，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家的
家风家训，我想，母亲身上这些闪
闪发光的品质就是我们家无声的
家风家训。

家风家训于我而言，从来都不
是写在书本里的第一点、第二点，
而是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的实际行
动告诉我的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一
句句教导，构成了我生命的底色，
指引着我无畏且坚定地走向未来。
守住家风家训，守住这一份无声的
品质，一代一代的将它们流传下
去，这便是家风家训最好的传承。

（指导教师：文怡）
（本文作者系乐山市草堂高级

中学学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学校
里有校规，在班级里有班规，在家
里也有家规。而在我的家里，有一
条永远都不能触碰的红线——撒
谎。

小时候因为比较贪玩，或者是
对任何事物都比较好奇，总喜欢拿
手碰碰这个、碰碰那个，有时可能
还会顺手带走点儿什么东西。这
不，就在一次去亲戚家玩儿时，无
意间发现亲戚家的客厅桌子上有
一串很漂亮的手链，于是出于好
奇，或者当时觉得十分漂亮，心里

非常渴望拥有它。我四处张望，周
边没人，于是手忙脚乱地将手链揣
进兜里。

这一拿不要紧，后来把我折磨
得够惨。回到家，正躺在床上欣赏
这漂亮玩意儿，沾沾自喜时，母亲
撞门而入，吓得我连忙将手链塞进
了被窝里，故作镇定地看着她。妈
妈没什么好脸色地大声呵斥道：

“你是不是拿了亲戚家的东西？”我
坚定地回答道：“没有。”妈妈就这
样看了我一下，选择相信了我，便
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间。

但好景不长，就在几天后，妈
妈准备给我清洗被子时，意外发现
那条手链平静地躺在里面，便怒气
冲冲地找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来就是一顿“笋子炒肉”。棍子
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一条条红印
清晰可见，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
妈妈边打边问我：“你不是说你没
拿过吗？怎么会在你的床上？看
你还撒谎不？”我没有说话，心里难
受极了，心里想着：再也不撒谎了，
或者不撒谎还不会死得这么惨呢。

后来，妈妈把手链还给了亲戚

家，并让我赔礼道歉。事后，妈妈
给我讲：“本来拿别人的东西就不
对，还撒谎，从小应该做一个诚实
的孩子。”经过一番教育后，我也改
过自新。后来，我们家就定下一条
家规：撒谎，骗人者重罚。保留至
今。

在这以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
谨记教诲，做一个诚实的人。

（本文作者系夹江县甘江中学
学生）

读不尽的《封神演义》
■ 姜舒悦

家风如春雨，润我细无声
■ 田诗淇

家规
■ 张世汶

觅

张
成
林

摄

父亲高高举起的锄头
在空中停留片刻
以超过自由落体的速度落下

地厚天高
空中看不到任何痕迹
而脚下总能感到一丝震颤

年复一年
从村头到地头
土豆唤着红薯
南瓜牵着大豆
拼着力气地生长
与荒草野花争香斗艳
只为对得起那高高举起的锄头

地广苗深
淹没了父亲粗重的喘息
我如野草般疯长
终究赶不上他两鬓斑白的速度
所以，面对每一场大雪的白
我都肃然起敬

雪后的春又一次绿了乡村的原野
父亲鬓角的白有增无减

母亲的背影

年轻的时候
母亲的背影是一抹柳枝
无数只眼睛在她身后
追逐摇曳

中年的时候
母亲的背影是一缕炊烟
风来低首
风去挺立

年老的时候
母亲的背影是一堵残壁
斑驳陆离
摇摇欲坠

如今啊
母亲的背影是一捧黄泥
让我的梦境
黏稠淅沥

诗与远方

高远洁净的蓝天降低身段
屏住了呼吸
静候着你的出现
为一睹你的卓越和非凡

纯白如雪的云朵放慢脚步
收敛了傲慢
期盼着与你不期而遇

你终于姗姗而来
靓丽和芬芳在空气中弥漫
灿烂自信的太阳目不转睛
投给你赞赏的目光
路旁翠绿的芳草羞涩低头
不再那么得意洋洋

小草的颜色是你的形象
小草的坚韧是你的脾气
军人，用小草的风格
演绎人间的美丽

其实，你并不渺小
默默无闻里迸发巨大的能量
身影在地震灾区的废墟里矫健
青春在抗洪抢险的堤坝上开花
身躯在泥石流里摸爬滚打

军人是一座山
伟岸得让人敬仰
军人是一条河
温柔中带着刚强
军人用小草的精神
展现伟大的平凡
军人用钢铁的誓言
向世人呐喊

在雪域高原
在万里海疆
在高山哨卡
有军人的地方
就有绿色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