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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色 回 忆

告 读 者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程度提高，太仓老年

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更加迫切、更加多样。
针对这一现状，太仓日报开设“银龄”版面，关注太仓

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多彩生活，展示太
仓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也为太仓老年人提供
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

该版面开设有“夕阳书画”“金色回忆”“夕阳风采”等
栏目，欢迎广大老年朋友踊跃投稿。

联系邮箱：2064765835@qq.com

韶华转眼一甲子，高中毕业六十载。
冠军楼里析题卷，银杏树下吟诗篇。
一幕幕同窗共读书的场景犹在眼前，学生时

代同学间的情谊，在20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再
次彰显。

本世纪初，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聚会开始盛行，
我们班的孙银三、周文华同学首先想到组织一次
庆祝毕业四十周年的校友聚会活动，他俩联络了
在城厢镇的程铉、金见仁等几位同学组建了筹备
小组，经过半年的准备，数次商量，终于把分别了
40年的同学的信息收集完毕。2001年8月份，一
封封“举办沙溪中学1961届高中甲班40周年校
友活动的通知”，从太仓邮局发往全国各地的同学
手中。

10月3日，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在全国各
地的61届高中甲班同学陆续来到了太仓建行的
会议室内，孙银三、周文华、金见仁等早已把长桌
围成一个口字形，摆上了矿泉水、瓜子、香蕉等。
8点钟，室内一片欢腾，握手、拥抱，相互猜名道
姓……40年的离别，迎来了今天的相聚。从广西
南宁回太的顾梅珍同学，含着热泪激动地说：“今
天我终于见到了你们，我一直惦记着各位……”是
的，同学之间的思念不因时间而变淡，同学是终身
的知己！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同学们的交流发言开
始了。首先由从北京回太的老班长沈绶章发言，
他说：“我们今天能相聚在一起，都靠着家乡同学
前几个月的不辞辛劳，把分别了40多年的同学一
一寻找回来，在此，对他们所作的努力表示深切感
谢！”接着他回顾了自己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从

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国家著名建筑设计师
的光辉历程。

来自杭州的孙云岳老同学激动地站起来发
言，他说：“老同学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相遇，老同
学是我们岁月流淌的伴侣，老同学是我们心底的
牵挂……我们绝不会忘记高中三年的青春岁月，
要好好珍惜今天相聚的美好时光！”说得多好呀，
聚会厅里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是呀！40年漫
长的人生道路，虽然大家拥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
生活，但不变的是彼此间浓浓的同学之情！

外号“开心果”的顾惠芳是电力工程设计师，
她介绍了自己跟随工程队翻山越岭架电网、建电
站，奔波在祖国各地为发展祖国电力事业奉献青
春的故事，工程车是她们的交通工具，荒山野岭是
她们的宿营地。是的，我们这一代，为祖国的繁荣
昌盛、兴旺发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如当
年雷锋日记中写的，“当一颗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
螺丝钉”。

声情并茂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毕业40周
年后的今天，老同学们重新相聚在一起，有谈不
完的话，叙不完的情。有的同学情真意切地回忆
了难忘的同学情、师生情、母校情，讲到动情处，
还落下了激动的泪水；有的同学深情地诉说着自
己的人生经历，话语中凝练着历经时光洗礼的深
沉与淡定……40年的往事在这里回忆，40年的
情感在这里交汇。同学之情如手足，经久不衰、
地久天长！

中午12点，在建设银行的餐厅里，铺着红色
台布的圆桌周围分别坐满了参加聚会的38位同
学，大家把酒谈情，抚今思昔，思绪万千……席间，

作为老大哥的孙银三代表筹委会发言：“今天是缘
分将我们带到一起，是友谊把我们紧紧相连，不管
未来有多长多久，请珍惜今天相聚的每一刻！现
在，让我们举起这杯酿造了多年同窗友谊的美酒，
干杯！”瞬时间，碰杯发出的叮当声、欢乐的笑声，
响彻餐厅。

下午，我们在太仓建行食堂门前的迎客松处
拍摄集体照留念。这张照片没有了毕业照上的年
轻和貌美，但在岁月刻录的每条皱纹里由衷地绽
放出来的笑容是那样自然，那样感人！之后我们
来到了原经委办公大楼后面的花园，那青青的草
坪、葱绿的树林、色彩斑斓的菊花、四角上翘的凉
亭、青砖铺设的长廊，都是拍摄留影的最佳场所。
孙银三同学当起了临时的摄影师，知己密友、原同
寝室的室友，勾肩搭背，笑颜眉开，摆出各种各样
的姿势……只听得咔嚓咔嚓，拍完了一卷又一卷
柯达胶卷，留住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瞬间。

4日上午8点，一辆载着38位花甲老人的大
巴开进了沙溪中学新校区。回娘家看看是我们共
同的心愿，吕寅校长专门派了两位教师带领我们
一行参观，去寻找成长的足迹……大家不约而同
地走到了古老的银杏树下，在那里，我们好似回到
了当年，自觉地站成三排，请沙中老师给我们拍下
了一张毕业40年的团聚照片。银杏树，见证了我
们曾是这里的莘莘学子，照片是我们离开娘家40
年后回来探望留下的影子。

中午在沙中用餐，短暂的相聚将在母校再次
分别，握手，拥抱，再次握手……时间，你能不能走
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无奈，声声“保重”“再见”传
来……

六月初，太仓颐悦园护理院为30位六月份出
生的入住老人过了一个快乐幸福的集体生日，我
是其中一员。

下午两点进入生日会场时，我眼前一亮，原来
的一号大厅变了样，在社工科工作人员的精心设
计和布置下,大厅变得美丽又新奇。大厅地面铺
上了长长的红色地毯；两边插着色彩鲜艳的气球；
中间整齐地摆着铺有紫红色台布的方桌，上面还
放着鲜花；椅子上也插着各种颜色的气球,非常喜
庆。

集体生日会开始了，院长和工作人员搀扶着
寿星们进场。与此同时，护理员和护士们把准备
好的纸飞机放飞到寿星们的头顶，南北飞舞，就像
鸟儿在上空飞翔。院长把寿星扶到椅子上入座

后，又为寿星们戴上寿星帽，再上台为“集体生日”
致开幕词。寿星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感
谢院领导这样热情地关心着老人，真幸福啊！

接着社工科的工作人员发给寿星们每人一张
贺卡，请寿星们写上祝福词。大家很快乐地写下
了自己的心愿。院里还准备了一个双层大蛋糕，
护理员点上生日蜡烛后，全场人员唱起《生日快
乐》歌，会场一片欢腾。寿星们闭上双眼，默默许
愿，然后共同吹灭了蜡烛。护理组长把蛋糕一块
块送到寿星手中，身为寿星的我，蛋糕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蛋糕味美，院里的工作人员关爱老人
的心更美。寿星们怀着感谢之意、感激之心、感恩
之情，在甜蜜蜜的蛋糕中感受到了颐悦园的温暖
和对老人们深深的关爱之情。

久违的同事见到我，说我没
变样。言下之意，是说我依然年
轻。怎么可能呢？我的胡子都
已经白多黑少了，人哪能不老？
不老的其实是我的心态，自打退
休以来，我是开心每一天，鲜有
烦恼。或许，这就是我貌似年轻
的缘由。

我在日常生活里，时时处处
都能发现并感悟到温馨与欢乐。

乘坐公交车进城，我在车厢
里站得稳稳当当，却有年轻人主
动给我让坐。我欲推辞，但小伙
说他马上到站了。恭敬不如从
命，我只好款款落座。然而，车
过一站又一站，小伙始终站着。
善意的谎言，令我既感激亦开
心。我亦想给老弱病残孕及抱
小孩的乘客让个座，但是，同车
的年轻人每次都不给我机会。
然而，我不气馁，反倒振奋。

进城，我在市中医医院站点
下车。人民路上，汽车川流不
息。正当我与许多市民欲过马路
时，南来北往的车辆立刻便不约
而同地停驶。该路段并无红绿
灯，这许多驾驶员纷纷主动停车
为哪般？明白了，为的是给求医
问诊的众乡亲让路，力所能及地
对老弱病残群体帮扶一把。呵，
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道亮丽的风
景线，彰显着城市的文明与道德
风尚。而这，哪能叫我不开心？

晨起，去菜场买菜，有菜农
殷情地叫我“老板”，叫得我心里
发虚。我在岗时实实在在的是
个伙计，毫无当老板的梦想。如
今退休了，反倒被人叫“老板”，
恐怕会以假乱真。假冒伪劣的
丑事咱不能干，我便坦言相告
说，我不是老板，是伙计。并一
本正经地表示，下世人生我努
把力，当老板。说得对方笑出
声来，我也因此乐上一乐。紧
走几步，有农妇向我兜售各类秧
苗。我说，我只能种床底下，但
那里晒不到太阳，长不好。农妇
立刻笑成一朵花，开窍道：“哦，
屋里没田。”开心果得来全不费
功夫。

去城里开会，与文友们相

聚，互称“老师”。我叫文友一声
“老师”，发自内心。文友唤我
“老师”，则令我诚惶诚恐。师
者，传道解惑的灵魂工程师也。
而我才疏学浅，难以为人师表。
我若当真以老师自居，那是不自
量力。但转念一想，别人称我老
师，是对我的尊重。想一想，我
一个退出职场多年、无权无势亦
无名望的老头儿，还能受到别人
如此的尊重，还有什么比这更开
心的呢。

邻里友爱也使我开心。我
所在的老街区多空巢老人。老
邻居们习惯于相互串门，往来走
动，彼此亲密得如同一个热热闹
闹的大家庭。譬如，邻居夫妇获
悉街坊老汉病重住院，需手术治
疗，便及早地主动表态，愿意借出
钱去，资助治病，其情也真，其心
也诚。又如，我的老伴赴邻家观
摩用餐，称赞一碗小鲫鱼烧得
好。邻居大伯说是钓来的野生鲫
鱼，当场送我家一大盆，食之，果
然鲜美。还有，我家对门老妇独
居空巢，她那临街小屋天天大门
洞开，屋里常有街坊陪她“闲坐说
玄宗”。听老妇在屋里谈笑风生，
我甚至羡慕嫉妒恨：老人家人缘
忒好。“金乡邻，银亲眷”，我是此
间乐，不思出，宅家也快活。

老伴堪称家里的监察御史。
她督促我更衣换被，刮净胡须，讲
究卫生；催促我勤做家务，活动筋
骨，强身健体；监管家庭财产，要
求我节约开支，俭约度日……有
监督机制在，我天天都是衣冠整
洁出门去，路边的野花不看也不
采……被老伴监管着、呵护着、在
乎着，我舒服着、快活着。

女儿的孝顺也令我开心：邮
来龙井新茶，让我提神；寄来“三
只松鼠”品牌手撕面包，养我脾
胃；快递来春兰铭品“余蝴蝶”，
供我怡情养性……

生活中总会发生不如意的
事，不去理睬它、计较它，便不会
受烦恼折磨。心态决定情绪、健
康和生活质量。多寻多想开心
事，便能带来更多的开心。如
是，可葆青春，可得永年。

有人挑选了16世纪以来欧
美400名伟人作为研究对象，想
看看其中哪类人的寿命最长，结
果是以读书人居首，平均寿命为
79岁。我国也有资料对秦汉以
来13088名著名知识分子的寿
命进行统计分析，其平均寿命为
65.18岁，远远超过其他职业人
员的平均寿命。

古往今来，爱阅读学习而益
寿延年的名人可不少。清代乾
隆皇帝一生喜欢阅读学习，尤其
善读史书，学以致用，历史上留下
了康乾盛世的美名，到了暮年他
仍勤读不辍，是中国历代皇帝中
的长寿冠军。梁武帝也是个长寿
皇帝，他像乾隆皇帝那样手不释
卷，寿命也仅次于乾隆皇帝。

阅读为什么能延寿？首先
它能使人知识渊博，明辨是非，
懂得科学，趋利避害，科学养生。

阅读延寿，还在于语言文字
本身具有调节情感、消除烦恼、
淡化抑郁的功能。书、报、刊是
几万个方块字的巧妙组合，构筑
起奥妙无穷、有血有肉的精神大
厦，带给我们知识、道理、词汇、
故事……《黄帝内经》中说：“聚
精会神是养生大法。”坚持认真
阅读有益的书籍和报刊，就能享
受美文带来的愉悦，就能调节放
松心情，就能让脑细胞活跃，让

人延缓衰老，预防老年痴呆。
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

物鉴定家史树青认为：“读优美
典雅的诗篇，有利于胃病的愈
合；读幽默小品，有助于神经衰
弱的医治；读小说，能使病人精
力集中，助于康复。”聚精会神地
阅读各种有益的书籍和报刊，可
以起到不同的养老效果。

现代国内外医学专家发现，
精神刺激可调节人体的免疫功
能。德国的病人图书馆让那些
慢性病，尤其是神经系统及心理
疾病患者，阅读带有不同情感色
彩的书刊，病人康复得很快。在
意大利，医学家和诗人联袂成立

“诗药有限公司”，出版具有不同
主治功能的诗集，供患有不同心
理疾病的病人对症选用。

2011年2月，我写的祝贺太
仓县中首届高中毕业生五十周
年同学会召开的习作，在《太仓
日报》上发表。编辑为我起了

“月亮湖碧春长在”的诗意题目，
使我感动，给我信心。从此我走
上了阅读和写作的文化养老之
路。走上此路后，我生病越来越
少，现在80岁，有好几年不生病
不吃药了。

阅读和写作是文化养老的
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文化养老使
人延年益寿。

黄梅天，连绵阴雨，窗外哗哗哗的雨
声，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勾起了孩提
时那一幕幕美好的回忆。

连续几天的暴雨，使老家河浜里的水
越涨越高，越来越浑浊，一夜之间淹没了
好几块水桥。表哥头戴箬笠，身穿蓑衣，
在岸边，支起了一口不大不小的扳罾，一
会儿快速地拉起，一会儿放入水里，不时
把活蹦乱跳的鲫鱼、鲹条、鳑鲏……收入
到鱼篓里面。

听父亲讲，河里的鱼儿，特别是鲫鱼，
喝了黄梅水，会按捺不住，春心荡漾，到处
乱窜，寻找婚配的对象，一不小心，闯到了
表哥的网里。父亲指指表哥一早送过来
的鲫鱼：“看看，肚皮胀胀的鼓鼓的，里面
一包‘子’！”

黄梅，是一年当中农民最忙碌、最辛
苦的季节。小麦抢在梅雨之前收割脱粒，
大田里盘田岸、灌水、翻耕、平整、插秧。
插好了秧的稻田，被连日连夜的暴雨落得
水漫金山，原来绿油油的一块一块，一早
出门一望，连绵成一片汪洋，零星几片碧
绿的稻叶，耷拉着在水面上晃动。唉，表
哥家那块稻田里的水怎么没了？噢，原来
是决堤了。表哥只顾逮鱼，自己稻田里的
水什么时候逃光了，竟然一点不关心！

父亲抓起一顶箬笠，也顾不得穿什么
蓑衣，扛起钉耙冲入雨中，先把表哥家稻
田的决口堵上，再回过头来给自己家的稻
田放水。当然，放水不能把老天恩赐的雨
水全给放光了，聪明的父亲在田埂上开了
一个“水平缺口”，可以让漫过缺口的水，
通过沟渠排放到河里，留下的，则是维系
水稻生长所必需的部分。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沟渠里的水，携带
着水稻和泥土的气息，唤醒了塘里河里大
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鱼，它们争先恐后地向
水的源头上攻，组成一批批、一队队攻水
大军，攻到了稻田里面。用不了几天，稻
田里一群群迷你鲫鱼，到处游弋。

对面河边的滩涂，有一个离水面二三
十公分高的曲口，倾泻而下的水流，像瀑
布挂在那里。悠然间，一条半斤左右的鲫
鱼，侧着身子，贴着水流，泛着银光，拍打
着尾巴，啪嗒啪嗒一下攻了上去，一举跃
入稻田，甩了甩尾巴，悠然自得，消失得无
影无踪，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父亲回到家里，放下钉耙，一面从墙
上取下蓑衣，一面喊我把抓鱼的网兜和鱼
篓递给他——父亲要去捉攻水鱼了！我
得跟着，机会难得！撑把雨伞，打了双赤
脚，一脚滑到东，一脚滑到西，气喘吁吁地
追上了父亲。父亲让我把网兜堵在沟渠
的下游，他跑到沟渠的上头，小心地下到
沟里，从上到下，一面用脚捣鼓，一面朝我
这里慢慢地移动过来，把那些滞留在沟里
还来不及攻入稻田的大鱼小鱼，通通赶进
网兜。那些被赶得亡命的鱼儿，一头撞上
网底，让网兜抖动了起来，抖动传递到手
上，别提有多高兴了！我赶紧提起网兜，
那种噼哩啪啦的声音，仿佛至今还回荡在
耳边！今天回忆起来，不由得让人心动！

啊！多么想重温孩提时捉攻水鱼的
那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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