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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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2397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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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阳 诗 歌

□陆钟其

又到中小学生暑假时，我不由想起
当年举办夏令营的往事。

九十年代，我有幸从事德育工作，
为了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我们在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红十字会、科协和
一些企业的支持下，决定举办三好学生
夏令营，主旨为“追寻红色足迹，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

1990年7月10日下午，首届太仓
县三好学生夏令营开营，大本营设在县
教师进修学校，每所中小学推荐1名三
好学生参加，集中后编成3个大组，由抽
调来的3名教师负责，每个大组再分成
若干小组，由中学生带领小学生组成。

首届夏令营的主要内容是赴南京
追寻红色足迹。当时我们委托在省教
育部门工作的太仓人张志明老师帮我
们联系往宿，记得在其爱人任校长的小
学住宿。

第一天主要参观梅园新村纪念
馆。即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以
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国
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地方，他们在这里
一共谈判了10个月左右。

此处红色足迹由中共代表团办事
处旧址、国共南京谈判史料陈列馆、周
恩来铜像、周恩来图书馆等组成。我们
重点参观了史料陈列馆，要求学生认真
听讲解，做好笔记。那时还没有手机，
相机也不普及，照相由红十字会派员随
营负责。

记得史料馆的藏品极为丰富，有文
物1000余件，其中一级藏品100余件，
内有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邓颖超等
从1942年5月起一直带在身边阅读的
毛泽东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书面上
有周恩来的亲笔签署文字；有专门介绍

国共南京谈判的珍贵图片160余幅；文
献资料90余件（包括《中共代表团谈判
资料汇编》《中共代表团谈判大事记》等
书与《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影集等），
大家受到了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同时参观了当年中共代表团
办事机构的所在地：二层楼房2幢。北
边一幢楼房就是当年中共代表团办事
处，楼下设有小会议室、新闻组、抄报
室、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办公
室，楼上设有电讯组、外事组、军事组、
党派组和妇女组。南边楼房是中共代
表团到南京后加盖的。楼上是工作人
员的宿舍，楼下是饭厅，那时中共代表
团常在这里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此
外，我们还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董必
武、李维汉、廖承志、钱瑛等同志办公和
居住的地方等，都是十分简朴。

第二天重点参观雨花台烈士陵
园。陵园大门由花岗石砌成，十分高
大，大门内三面环山的广场上耸立着一
座烈士群雕，由179块花岗石拼装而
成，这组群雕共塑造了9位烈士的光辉
形象。两侧的环陵大道可直达雨花台
主峰，主峰上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
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前
立有一尊5米多高的革命烈士青铜塑
像。碑身正面镌刻着邓小平亲笔题写
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背面刻
着纪念碑文。

在纪念碑南边的山岗上是雨花台
革命烈士纪念馆，这是一座呈“U”字形
的二层白色古典建筑。正门上是邓小
平亲笔题写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横
额上是用花岗岩雕凿出来的日月同辉
图案，象征着烈士的精神与天地共存，
与日月同辉。馆内陈列着烈士们的遗

像、遗书和遗物等。据统计，自1927年
至1949年解放，约有10万革命烈士殉
难于此。我们夏令营的学生在这里详
细听讲解和参观近2个小时，不少学生
在笔记中表示，自己的心灵得到了一次
洗礼，一定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树立
远大革命理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结束参观时，我们在烈士就义群雕
前，肃立默哀。

在南京还先后参观了总统府、长江
大桥和一些名胜古迹，三天后顺利安全
返回。

1991年第二届三好学生夏令营的
目的地是浙江嘉兴。7月11日我们乘大
客车直达杭州，当天在世界闻名的西湖
风景区游览了白堤、平湖秋月、断桥残
雪、苏堤春晓、花港观鱼、三潭印月、湖心
亭等美景，虽然是夏天，烈日炎炎，但游
人仍然十分拥挤。是夜宿于杭州教育系
统为我们安排的西湖边上一个旅馆中。

第二天到革命摇篮——嘉兴，参观
南湖红船。

南湖，因地处嘉兴城南而得名，与
西南湖合称鸳鸯湖。湖中有人工小岛，
其中湖心岛上有烟雨楼等古典建筑。
当年中共一大开会的游船——红船，就
停泊在烟雨楼前的水面上。原始的游
船已在抗日战争时期消失了，当时我们
看到的是仿品，其颜色与一般游船无异，
但仍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
史场景，唤起参观游人的红色记忆。

接着到南湖东岸的革命纪念馆参
观，进一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921年
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7
月30日晚，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
被迫休会。8月2日上午，“一大”代表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

铭、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
惠僧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作向导，
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
一艘丝网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
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并
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这艘画舫
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
册的名字——红船。

听着讲解，观看着图片、文字，这
“开天辟地”的一幕让大家深深震撼，一
位教师当即赋诗曰：“南湖碧波映红船，
开天辟地创伟业。星星之火可燎原，革
命精神代代传。”后来不少营员在夏令
营小结中纷纷表示：要不忘“红船精
神”，做革命事业接班人。

浙江之行还参观了秋瑾墓地。
秋瑾是我国近代女革命家，号“鉴

湖女侠”。1907年准备发动起义，不幸
失败，面对危局，拒绝撤离，被捕后威武
不屈，挥笔在供词上写下“秋风秋雨愁煞
人”的诗句，最后从容就义，年仅32岁。

墓正面有大理石墓碑，上刻孙中山
亲笔题词“巾帼英雄”四字。

整个夏令营在浙江也是历时三天，
然后安全顺利返回。

此后我们举办三好学生夏令营一
直持续到2000年，其后改为学校根据
情况自己举办，内容也增加了参观科技
场馆、大学校园等，但追寻红色足迹的
主线一直没有变，并成为学校德育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

今天，在喜庆党百年诞辰的日子
里，重温夏令营往事，绝非是简单的怀
念和怀旧，而是要从红色足迹中继续汲
取精神营养，从而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新征程中再创辉煌。

夏令营往事

还记老屋春夜雨，叮咚薄瓦似琵琶。
清晨岸野茵茵绿，垂柳枝条点点芽。

童年的春雨
□宋宝麟

青春留不住，岁月不饶人。生老病死是无法抗拒
的规律，但是人衰老的进程可以延缓。我11年的文
化养老使我快乐、健康，延缓了我的衰老。

我70岁时，太仓日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习作《太仓
县中首届高中毕业生50周年同学会》，席编辑给我起
了《月亮湖碧春常在》的诗意题目。“月季花”全国征文
活动中，主编——太仓作协相关负责人将我的习作评
为优秀奖。这两位编辑使我感动，给我信心，从此我
走上了阅读和写作的文化养老之路。

文化养老有笔耕收获的快乐。当报刊上发表了
我的习作时，就有笔耕收获的快乐。2015年太仓市
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管理中心，为我出版了《秋之吟》
文集(10万字)。2020年我将报刊上新发表的习作和
征文活动中新得奖的习作汇编，自费出版了《秋之吟》
文集第二册（21万字）。从70岁到80岁的11年里，我
收获了2本书，真是高兴。

文化养老有协会活动的快乐。楹联会每周二下
午活动1次，诗词协会每周日上午活动1次，《金秋》文
学社每月上旬上午活动1次。协会的活动增进了我们
间的友谊和感情，让我们亲如兄弟姐妹。

文化养老有知识增长的快乐。《金秋》文学社每月
发给我们《娄江夕阳红》月报，诗词协会每月发给我们
《娄声》诗词月刊……有时协会里还发有关书籍。读
了这些报刊书籍，不仅积累了知识，又得到了美的享
受，不亦乐乎！

文化养老有品德提高的快乐。协会和文学社是
培养美德的好地方。杨萼梅文友被苏州市评为“姑
苏敬老之星”。卢惠伊文友被太仓市评为“娄东夕阳
红老有所为之星”。我文化养老的11年里，曾获得

“苏州市学习之星”“太仓市十佳老有所为之星”荣
誉称号。

文化养老使人健康。我们协会和文学社里，有
许多文友90多岁了，身体依旧很好，坚持写作。我
文化养老11年来，身体越来越好，快乐并且健康。
我一生追寻的人生乐园，蓦然回首，就在文化养老
中。

医学界权威人士告诉我们，人在身体和心理上
存在着很大的潜力。我通过文化养老，挖掘自已的潜
能，点燃自己的激情，展示自己，提升自己，发挥自己
的余热，为社会作点微小奉献，延缓自己衰老，寓寿于
乐，快乐生活。

周末去乡野漫游，清风逶迤，果蔬
在欣欣然恣意攀爬，瓜田菜地一片葳蕤
繁茂。爷爷牵着小孙女的手，为她采摘
那翠如碧玉的小葫芦。望着在藤蔓上
随风摇曳的乳白色的葫芦花，我竟不
由得想起祖父，眼前顷刻就浮现出他
那慈祥和善的面容，白羊肚子手巾裹
缠头上，既能御寒又能揩汗。一袭青
布衫，似岁月刀刻的满脸皱纹，胡茬拉
杂，闲暇时嘴里总砸吧着旱烟锅。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祖父也像那关
中大地的黄土般淳朴、厚实，忆起就倍
感亲切。

祖父一生勤劳，庄稼汉擅长的农活
摇辘、犁地、扬场，他样样不在话下，用
庄稼人的话说，是种田的“好把式”。父
亲早年在外地工作，生产队靠劳力挣工
分的年代，母亲养育我们兄妹五人，幸
亏有祖父撑着。儿时的记忆里，他肩头
总是扛着撅头，步履矫健地行走在田间
阡陌。祖父种植的两亩多自留地，菜蔬
葳蕤，豆角倭瓜肆意爬藤蔓枝。那里是

我童年的乐土，祖父在田间劳作，我像
个花蝴蝶披着满身的阳光，和蜂儿细
语，看蚂蚱蹦跳，听蟋蟀扯着嗓子欢唱，
野花和庄稼地里的芬芳盈香了鼻翼，也
缤纷了童年。亲近自然，让我似天地间
的精灵，浑身散发着孩童的朝气。正如
冰心所说：“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孩，卧在
宇宙的摇篮里。”

祖父一生姻缘浅薄，父亲还在襁褓
中，祖母就先他而逝。担忧继母虐待父
亲，直至父亲娶妻生子他才续弦，不幸
继祖母没几年也魂归故土。一辈子孑
然孤身，他深爱的就是那片土地和他的
子孙们，而最受他宠爱的就是我这个
小孙女。祖父喜欢赶集，天刚麻麻亮
就起身，换不醒我他就轻挠脚心，那是
他叫醒我的“杀手锏”。肩头搭一条褡
裢，鼻梁架一副石头镜，他悠哉乐哉地
拉着我在人群中穿梭。在那物质匮乏
的饥荒岁月，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黑面
馍馍泡羊杂碎，那是祖父舌尖上最惬
意的美食。每次，他都眉眼含笑把碗

里少得可怜的羊肚羊头肉挑给我，那香
浓美味的汤汁滋养了味蕾，也温暖了我
儿时的记忆。

我十岁便随父亲离开了家乡，只有
寒暑假才有机会承欢祖父膝下。至今
记得寒冷的冬夜，在晕黄的灯光下，和
祖父围坐在火炉旁，他“咕嘟嘟”地抽
着水烟，烟雾丝丝缕缕在房间缭绕，红
泥火炉烹着的香茗热气氤氲。茶香伴
着烟草香，听祖父轻聊乡间的趣闻轶
事，时不时还穿插着他老人家的家训：

“人这一辈子，要多做好事，要积德行
善。娃啊，亏是福，人不知，利是害，人
人爱……”很多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为
人之道，他老人家穿插着一生的阅历，
向我娓娓讲述。

多年后，当我像折翼的鸟儿回至家
乡疗愈养伤时，祖父已步入耄耋之年。
他经常步履蹒跚地走到我身边，一待就
是许久，看着我失去知觉的双腿，他眼
中满含怜爱与疼惜。每次赶集，他总不
忘买几个油轮（家乡的点心）给我，他始

终记得那是孙女最爱吃的。当灾难像
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向我们袭来时，首先
击倒的就是祖父。那年寒冬腊月，大姐
在一次特大交通事故中凄惨毙命，犹如
晴天霹雳。噩耗传来时，祖父痛彻心
扉，他强忍着泪花伤心道：“我不能大声
哭，让我看看我仙娃，我娃恓惶的，不能
吓着她。”看着他老人家伤心欲绝却强
忍悲痛，我心碎不已。

祖父的生命之焰在晚辈的肆虐厄
运中被一点点消耗殆尽。在那个暴雨
滂沱的初秋，在唢呐声声中，望着祖父
的棺材随着送葬的队伍在骤雨中缓缓
前行，那一刻，上天似也感应到我们内
心的悲恸，雨点似泪珠倾泻。一辈子坚
强如钢从不落泪的父亲披麻戴孝，歇斯
底里地放声恸哭。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十年了，在
这个盛夏黄昏的田畦地垄间，当往事再
次萦绕心头，只愿初升的明月捎去我对
祖父的哀思，让那份缅怀与亲情，永存
心间。

盛夏忆祖父
□秦耘

文化养老
□孙仲秋

廊桥幽径又新村，林秀桃花逢早春。
庭院千竹诗韵雅，藏书万卷咏常闻。
河清鱼跃涟漪起，垂柳轻轻点水亲。
摇橹船娘歌唱响，雄鸡被引再司晨。

水乡晨曲
□宋宝麟

宽宏大量延年龄，笑口常开人不老。
老有所养知足乐，心态平衡很重要。
家庭和睦益长寿，邻居互助快乐找。
延年益寿要锻炼，科学运动常记牢。
劳逸结合保平衡，手脑并用迟衰老。
荤素粗细巧搭配，营养全面要做到。
水果茶叶天天有，戒烟限酒要做好。
生活坚持有规律，饮食坚持八分饱。
养生保健疾病防，及时治病健康保。

养生保健谣
□孙仲秋

父亲
□刘治军

我在城里买房后，父亲高兴得
接连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先是计
划着卖羊，后来索性连伴随他多年
的老黄牛也卖了。那天，父亲揣着
厚厚的一沓钱，扛着一蛇皮袋的蔬
菜来城里看我们。从老家到县城，
父亲要辗转很多次。凌晨五点他就
起床了，先走3公里的乡村土路到镇
上，再坐到县城的早班车。到了城
里，父亲愣是没舍得打车，扛着沉甸
甸的蛇皮袋走了三十多分钟。我到
楼下接他时，他正用随身携带的毛
巾擦着额头的汗水，那汗水打湿了
他的头发，也打湿了衣领。不用细
细打量，父亲的身上也一定是湿漉
漉的。我多次想接过父亲扛着的袋
子，都被他拒绝了。

上了楼，来不及歇息，父亲把袋
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掏出来，黄
瓜、西红柿，大大小小，足有十多
种。妻子一边收拾一边说：“爸，你
一下子拿这么多也吃不完呀！”“家
里种得多。城里吃什么都要买，这
些菜没打农药，没用化肥，你们慢慢
吃……”父亲不紧不慢地说。随后
父亲掏出了一沓褶褶皱皱的钱：“娃
儿，这些钱是给你们买房添的钱。
我们年纪大了，挣的也少，你们先
用，明年我再多养些羊，到时候再给
你们贴补……”接过父亲手里的钱，
我和妻子默默地对视了很久，不约
而同地向父亲鞠了一个躬，直起腰

的那一刻，我和妻子的眼睛微微泛
红。

早饭过后，我们一家人带着父
亲去看新房，只见父亲换上了一身
迷彩服，我们还在不解中，父亲便帮
装修工人和起了水泥。我把父亲叫
到一边告诉他：“这些都是包工活，
咱们自己不用搭手的……”父亲看
了看我，沉稳地说：“干什么事都不
要太过斤斤计较，我干了，也是给咱
们自己干。”说罢，父亲又忙活了起
来。短短几天的工夫，父亲和装修
的师傅们已经打得火热。后来接连
几天，装修师傅都没有叫我买材料，
原来是父亲和他们打探清楚了，哪
里能买到同样牌子而价格还便宜的
材料。也正因为父亲的搭手帮忙，
新房的装修速度大幅提升，比原计
划的时间快了好几天。其实不说，
我们也知道这功劳应该全记在父亲
的头上。

晚上，喝了酒的父亲拍了拍我
的肩膀说：“娃儿，不要小瞧了这些
装修的师傅们，他们都是行家里
手，认识他们，你不亏，认识的人
多了往后的路也就好走了……”听
了父亲的话我瞬间清醒了许多，已
经明白今后的路怎么走是最好的。
夜静时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父爱
的伟大，他的伟大默无声息却源远
流长；他的伟大像一盏明灯照我一
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