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语

写
给
世
界
读
书
日
的
话

□

孙
晶
岩

·2022年4月25日
□本版编辑：马李文博

□热线电话：（010）64812090 □E-mail：wenypp@163.com8 副 刊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2号 邮政编码:100029 办公室:（010）64810369 广告部：（010）64812322 发行部：（010）64811201 广告发布登记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068号 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印刷 零售价：1.00元

刊
头
题
字

冯
骥
才

表姐从济南打来电话
说：“晶岩，你寄来的新书《北
平抗战秘闻》和《中国冬奥》
收到了，谢谢你。”

我热情地说：“怎么样，
请提意见。”

她遗憾地说：“我没捞着
看，被小乐抢走了，这孩子特
别爱看书。”

小乐是表姐的女儿，毕
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是一个
酷爱读书的“书虫”。听到表
姐的话，我想起了二十多年
前的往事：那时候，我刚刚出
版散文集《海梦》，送给儿子
看，当时没有在意，可是他却
爱不释手。往后，我每出版
一本书，儿子都是忠实的读
者。他从美国常春藤名校博
士毕业后，真诚地对我说：

“妈妈，您的散文集《海梦》和
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
国扶贫行动》，我至今都记得
里面的句子。”

我又想起了北京援疆干
部高运华，他担任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4 师 47 团副团
长，当我把长篇报告文学《西
望胡杨》寄给他时，他给我发
来这样的短信：“孙老师：八
点回到牛街家中，看到桌子
上放着一个厚信封，知道您
寄的书到了。三步并作两
步，到卫生间用香皂认真洗
完手脸，赶紧拿起邮件，边向
儿子讲述书的来历，边撕开
信封打开书，冥冥中的天意
啊，一下子就翻到161页写
我的那段，读完《昆仑壮士》
一章，略读了接下来的章节，
详读了尾声，逐字逐句读了
后记，已是泪蒙双眼，久久不
能平静。这本书浸透着您四
年的心血，您是当之无愧、有
情有义的孙作家，向您致
敬！”

援疆干部鹿伟强对我
说：“孙老师，您写的《西望胡
杨》被我儿子抢走了，得先让
他看，他睡着了我才能看。”

高运华的儿子是北京四
中的高材生，鹿伟强的儿子
也很优秀，但愿我的书对他
们的成长有益。

身为大学教师作家，我
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
籍，做公益事业，除了捐款捐
物，我尽量给大家送书籍。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一周
年，我买了300本自己新出
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震不垮
的川娃子》送给汶川孩子。
令我感动的是著名儿童教育
家卢勤大姐也买了100本我
的书送给汶川孩子，我们一
起在四川德阳市捐书、演讲，
鼓励孩子们自强不息。这次
捐书我花了近万元，如果我
拿这些钱买零食给孩子，当
时可能讨好，但是吃完就完
了，换成书赠送孩子却能够
影响他们的一生。看到孩子
们手捧我的书籍爱不释手的
样子，我的心比吃了蜜还甜。

无论是到辽宁舰还是到

海军舰载直升机团采访，无
论是到北京西苑小学、石佛
营小学与孩子们交流，还是
到北京房山京蓼打工子弟学
校做公益；无论是到北京大
学讲课还是到解放军艺术学
院讲课，无论是到广东汕头
市公安局讲课还是到看守所
调研，我都向所在单位捐赠
书籍。

几年前，公安部监管局、
全国公安文联、公安部宣传
局、北京市公安局、中国作家
协会创联部、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
京作家协会和北京出版集团
九家单位联合举办了孙晶岩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看守所
调查》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向
全国的公安监管民警赠送书
籍。第五届北京国际文博会
期间，我向中国下一代教育
基金会一次性捐赠了近
5000元的书籍；我的母校北
京101中学校史馆还为我设
立了孙晶岩图书作品展柜。

五年前我应邀在江西省
兴国县成立了孙晶岩老区工
作室，我仍然一如既往地给
革命老区的孩子捐赠书籍、
文具、体育用品、讲课；写报
告文学、诗词、微电影，给乡
亲们写楹联和写福字。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我的书籍
是我心血的凝聚，阅历的积
累，智慧的融注，是送给老区
人民脱贫致富的一根“钓鱼
竿”。我先是捐赠100本自
己的著作和杂志建立阅览
室，后来在众人的支持下，建
起了孙晶岩老区工作室图书
馆，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爱心
人士捐赠的5000多册图书，
给革命老区的农村孩子提供
了精神食粮。最近，我又在
阅读明代古籍和农业书籍，
为助力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我非常珍视别人给我的
赠书，我家的书柜里珍藏着
很多社会学家、科学家、军事
家、作家、画家、雕塑家、学者
的赠书，有费孝通、钱伟长、
高锐、迟浩田、冯骥才、韩美
林、吴为山、张锲、铁凝、陈建
功、鲁光、雷达、梁衡、王宗
仁、傅溪鹏、韩作荣、洪民生、
朱羽君、吴泰昌、魏纪中、李
湛军、涂光群、麦家、凌行正、
徐志耕、袁厚春、峭岩、李存
葆、朱向前、张志忠、黄献国、
杨景民、胡平、张胜友、马役
军、陈崇北、汪国真、王宏甲、
高昌、路小路、叶广芩、燕燕、
舒晋瑜、袁敏、王琳等人的赠
书，我手捧着他们的书籍，看
到扉页上的签名和印章，都
会感到在和他们进行心灵的
对话。每个人的签名都有个
性，每个人的文字都在与我
交流。现在，有的学者、专家
已经驾鹤西去，但我阅读他
们的书籍，仍然能够感受到
他们心脏的跳动，思想的启
迪，这就是书籍的力量。人
的生命可以终止，但著作却
可以永恒。我很珍视这些签
名本，赠书是品位极高的礼
物，因此格外认真收藏。

近年来不断地收到好消
息：我在秦皇岛全国中学生
夏令营上讲课辅导过的学生
周雨霏、侯若兰在南京市中
学生作文大赛区赛中荣获一
等奖和三等奖；我讲课辅导
过的学生余宇宏在第十九届

“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
文大赛中荣获省级一等奖；
我赠书、赠送衣物、组织动员
大家关心帮助的残疾女孩子
柯舒云成功地在上海参演了
英语音乐剧。

正因为我懂得赠书的分
量，所以，每当我出版一本新
书，也总是给亲朋好友寄去，
但愿我的书能够对他们有所
帮助。给予比索取快乐，奉
献比享受幸福。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世界读书日到了，
我愿意用书籍启迪读者的心
灵，将爱的种子撒遍天涯海
角。

4 月 6 日，顾小棣老师专门给
我发来一段革命老人顾棣先生认
真阅读文章的视频。看到老人面
色红润，精神矍铄，我感到十分高
兴。去年 7 月与老人第一次见面
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顾棣先生 1929 年生于河北阜
平，是沙飞摄影奖特别贡献奖、中
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
者。在寻访“解放区第一位女摄影
工作者”陈菁事迹的过程中，我们
偶然得知：顾棣先生曾专程赴上海
采访过陈菁，我喜出望外，决定与
浦江县摄影家协会和浦江县新四
军研究会的同志一道，专程赴山西
太原拜访顾棣先生，以期能通过顾
棣先生的转述，找到解读陈菁的

“密码”。陈菁是我的家乡浙江省
浦江县人。顾棣曾在《中国摄影
报》和上海《党史信息报——镜周
刊》上为陈菁发表过整版的报道。

当天，我与浦江县有关方面领
导约定，分别从北京和浙江出发，
到太原顾棣先生家中会合。结果
我比他们早到了几个小时，刚好赶
上了中午饭点。顾老的儿子顾小
棣专程到高铁站接我。他想请我
到饭店里吃饭，我说我这次专程过
来，主要是想跟顾老好好聊聊，到
饭店吃饭太浪费时间。顾小棣见
状，就不再勉强：“那么就在我家里
吃点便饭吧！”我也不客气：“煮碗
面条就行！”

餐桌上摆着花生米、黄瓜、鸡
腿、腌蛋、肉片炒四季豆、土豆片等，
这是老人日常的餐食。虽说突然
登门打扰，让我心生忐忑，但实在不
愿意放过与老人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于是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主
食是山西豆角焖面。阿姨给我盛
了一大碗焖面，还有一小碗蒜片。
顾老慈祥地看着我，问我要不要喝
酒？我摇摇头。阿姨拿了几瓶碳
酸饮料过来让我选。我看到顾老
拿了一罐青岛啤酒，亲自打开，喝了
起来。老人喝酒的姿势很酷，我看
了暗暗称奇：顾老虽已94岁高龄，
但饭量稳定，身体硬朗，思维敏捷。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各怀
使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多数
人只求温饱和活命，而顾棣不但衣
食无忧，而且还能拜师学艺，这不
能不说是一种人生的幸运。他一
生与部队联系在一起，与摄影事业
联系在一起，与新闻工作联系在一
起。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后在晋
察冀画报社、华北画报社、解放军
画报社工作14年，立二、三等功各
一次。1953年为主编《抗美援朝》
画册，赴朝工作半年。1958年9月
从部队转业后，在山西省文化系统

工作，从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画
报》总编辑岗位上离休。

2012年5月，顾棣荣获中国摄
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是：
顾棣一直在竭己之力完成中国战
争摄影史的梳理，2009年，出版两
卷《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用完整坚
实的大批文献档案为中国摄影留
下一部严谨、翔实的有关中国革命
战争年代的摄影断代史，成为前无
古人的扛鼎之作。这也使他由一
名摄影史料的保护者成为一名历
史学者。他完整保存了战争年代
革命摄影的数万张底片及相关文
献资料。他是当之无愧的“摄影历
史档案的保护神和记录人”。

一辈子总会有那么几件让人
刻骨铭心的事情。对于顾棣来说，
他人生的精彩片断都是跟摄影联
系在一起的。1946年6月，17岁的
顾棣临危受命，从他的老师、时任
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手里接过
数万张八年抗战的摄影底片。沙
飞叮嘱他：“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
共存亡。”从那时起，顾棣冒着生命
危险，和战友一起立下了“誓与底
片共存亡”的誓言。这批从战火中
保存下来的底片，成为中国革命历
史资料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顾棣于1940年2月投身革命，
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
是说，顾棣11岁就参加工作了，15
岁就入党了。入党之后，党组织马
上送他入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深造，
不久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晋察冀军
区第一期摄影训练班的学员，师从
沙飞、石少华。这样的人生际遇，实
在是羡煞同龄人！要知道，顾棣参
加工作的时候，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还笼罩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
恐怖”之中。而顾棣的家乡阜平县
早在1937年就已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之下，实施新民主主义制度。
当年10月，聂荣臻率八路军一一五
师部分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开
辟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政
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位于太行山
麓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境内。

阜平县地处保定市西部，太行
山中北部东麓，大清河水系沙河上
游，是两省四市九县交会处，被誉
为“冀晋咽喉”“畿西屏障”。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
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出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阜
平县的顾棣真是太幸运了！可以
说他是从小就沐浴在党的阳光
下。他在家乡参加了儿童团，因表
现出色，12岁那年，他被推选为区
里的儿童团团长。那时，上小学要
走六华里路。有一天，他在放学回

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骑着马、身
穿八路军军装的军人，他见顾棣徒
步赶路，便下马，问：“小鬼你去哪
里？”得知顾棣放学回家，他便下马
与顾棣同行，边走边告诉顾棣：自
己名叫沙飞，是边区政府的参议
员，去参议会办事，参议会距顾棣
家仅一华里路。由于两人同路，便
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走了六华里，
一路上，沙飞问了小顾棣很多问
题。诸如“老百姓生活怎么样？日
本鬼子来的话你会不会害怕？”等
等。交谈中，沙飞得知，顾棣虽然
年纪小，却已经是儿童团团长，且
在华北联大学过 8 个月的革命理
论，便问他：“小鬼，你长大了有什
么志愿？”顾棣答：“我想当八路军，
想学演戏。”沙飞说：“你甭学演戏
了，跟我学摄影吧！”说着，沙飞便
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取下来，
站在小路边，打开镜头盖，把相机
的功能和原理讲解了一遍。顾棣
很好奇，便问沙飞：“什么时候学
习？”“等你毕业后吧！”沙飞说。

第二天，小顾棣放学回家，他
母亲告诉他：“有个八路军干部上
门来过了，说叫你去学摄影。”顾棣
以为是随便说说，当时也没当一回
事。不久，边区政府转移了。

到了1944年八九月份，顾棣高
小毕业，他所就读的学校解散了。
阜平县教育科介绍他到八十多华
里外的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学习。
当时的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是一所
综合性学校，有高中生，也有小学
生。当时通讯不便，联系工作主要
靠口头通知。顾棣从学校回到老
家，准备整理行李去华北联大教育
学院报到，不料一走进家门，母亲
就告诉他，边区政府有人上门来通
知过了，要他去离家十华里路外的
政治部宣传科报到。顾棣感到很
奇怪，不明白自己跟宣传科到底有
啥关系。时任宣传科科长的邱岗
亲自找他谈话。邱岗说：“现在抗
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部队缺少摄
影干部，想培养你当随军摄影记
者。”原来是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
科科长沙飞推荐了他。邱岗说，沙
飞委托他转告顾棣：“晋察冀画报
社要开摄影技术训练班，从各军分
区挑选连排级干部，介绍到画报社
学摄影。你虽然不是连排级干部，
但头脑灵光，政治上可靠。沙飞同
志推荐你参加训练班学习，你愿意
吗？”顾棣听了连连点头，表示：“我
愿意当八路军，学摄影。”邱岗走过
来拍拍顾棣的肩膀，哈哈一笑：“小
鬼，你长得还没一条步枪高啊，能
当八路军吗？”顾棣表示，自己虽然
年纪小，但保证能够完成学习和工

作任务。见顾棣态度坚决，邱岗答
应了。

儿子要当八路军了！顾棣的
母亲很高兴，特地到集市买了羊
肉，给他做了一顿好吃的表示庆
祝。

到政治部报到后不久，邱岗给
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晋察冀
画报社参加摄影技术培训。介绍
信上写着：“沙飞同志：这个孩子有
培养前途。”

沙飞见了顾棣很高兴，晚上亲
自下厨炒肉，烙饼，表示欢迎。在
沙飞的指导下，顾棣很快掌握了基
本的摄影和照片冲洗技术，沙飞派
他到暗房负责洗照片。1943年，晋
察冀画报社遭遇日寇包围，牺牲了
9 人，负伤了 4 人，人手严重不足。
沙飞叫顾棣回老家动员年轻人到
画报社做工。10天之内，顾棣动员
了 10 个人。当时，顾棣已经是 16
岁的小大人了。顾棣动员来的这
十个子弟兵，充实到画报社的印刷
和制版等岗位上，很快解决了画报
社人员匮乏的问题。

摄影训练班陆续招了23个学
员，都是八路军的连排级干部，由
沙飞和石少华当教员。学期三个
月。这些学员成了我军早期摄影
工作者，顾棣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台“禄来福来”牌德国相机，
还有一台“林哈夫”德国折合式相
机，顾棣用了几十年。他一生做摄
影，拍了10万张照片，自己保留下
来底片 8 万张，外单位保存 8000
张。“文革”初期，造反派打砸抢，山
西省文化局机关受到冲击，致使顾
棣精心收藏的底片遗失了 12000
张，迄今不知所踪。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生
涯中，顾棣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拍过很多照片，如周恩来、董必
武、吴玉章以及罗荣桓、贺龙、陈毅、
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顾棣都给他
们拍过照。这当中，最令顾棣难忘
的是，他曾六见周总理，并为其拍
照。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北京
体育场，顾棣去看乒乓球比赛，巧遇
周总理。第二次是在大寨。顾棣
从山西省文化局临时抽调到大寨
展览馆工作，常住大寨一年。在此
期间，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
参观大寨，顾棣全程跟随拍摄。第
三次是在1960年，山西晋剧院、蒲
剧院进京演出，时间长达两个月，顾
棣是随团记者。周总理、董必武、彭
真等领导人多次观看演出。每次
演出结束，中央首长都会接见演员，
由顾棣负责拍照。在中南海，顾棣
曾四见周总理。这样，前后算起来，
顾棣曾六见周总理并为其拍照。

顾棣认为，摄影是记录历史、
反映时代的艺术，具有“把时间凝
固”的功能，这是其他造型艺术所
无法比拟的。79岁时，顾棣做了心
脏搭桥手术，遵医嘱，顾棣不再参
加外出摄影活动。

现在，摄影已成为一门公认的
艺术门类而为人们所熟知。而在
197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召开全国
摄影工作会议时，与会者却在为摄
影到底是技术还是艺术而争论得
不亦乐乎。顾棣时任山西省摄影
家协会副主席，全程参与了这场具
有历史意义的讨论。他认为，摄影
是科学+艺术，全世界没有哪一种
艺术，像摄影这么受欢迎。任何艺
术都可以编造，但摄影不行。

一直以来，顾棣牢记老师沙飞
的教导：一图胜千言，相机是一种
武器，可以用照片去宣传和平，揭
露日本法西斯的罪恶。电影、录
像，是在摄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记得刚入伍时，顾棣特别想去
前线打仗，但因为工作需要，他被
分到了晋察冀画报社工作，承担着
冲洗照片的任务，无法去前线，当
时的他觉得很委屈。他先后一共
冲洗并保存了 3 万多张底片。特
别是反映解放战争的影像，十分珍
贵。冲洗照片常常要冒着日寇飞
机轰炸的危险。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顾棣都参加了，他的
武器是相机。

不知不觉，已聊了 3 个多小
时。浦江县摄影家协会主席何敏，
浦江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张解
民等人已抵达顾老家中。顾老十
分高兴，他向我们讲述了陈菁的故
事，并从家中翻找出他当年采访陈
菁的照片底片给我们看。

顾棣与红色摄影一朝相许、终
身为业。他毕生珍藏的海量文献，
是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艰
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晋察冀军民
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与历史贡献的
生动教材，是彰显中国红色摄影的
根脉基石、精神价值和不朽力量。
顾老有一个习惯，就是非常重视资
料和底片的收集和保管。他的家
里专门辟有一个房间用于收藏各
类照片底片。每一张底片都装在
一个蜡纸袋里，一组材料再装入一
个牛皮纸做的纸袋里。在纸袋上
写了编号及关键词。满满的一屋
子影像资料，睹之使人心里油然而
生敬意！

遥想当年，沙飞慧眼独具，将
顾棣引入摄影这一行业当中。“人
在胶片在。”对于恩师的教诲，顾棣
终生铭记。

顾棣：一生只为摄影来
□ 吴重生

笔 荟

2001年3月的一天凌晨，在安
阳老家陪伴姥姥的母亲打来电话
说，姥姥病危了。我的心一下子揪
到了嗓子眼儿，急忙和弟弟妹妹一
起开车赶往老家。大约700多公
里的路程颠颠簸簸，我们都心急如
焚，在和姥姥生命的倒计时赛跑。

傍晚时分赶到了位于安阳市
的解放军十三医院，门口有个大花
房，摆满了各种鲜花，我一眼看中
了那盆鲜红的“一品冠”，付了钱抱
着花就往姥姥的病房跑。姥姥已
处于高度昏迷状态，肺心症引起器
官衰竭。我们姐弟姊妹几个一下
子扑到病床前，紧紧抓住姥姥的
手，大声喊叫着，只见昏迷中的姥
姥两个眼角淌出了热泪。周边的
亲人们一齐说：老人家留着这口气
就是在等你们几个外孙呢！我们
一刻不离地在病床前守候着，第二
天下午4点，93岁的姥姥走完了她
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我望着放在
病床头上的那盆“一品冠”，心里默
念着：永别了，我的一品姥姥。

姥姥叫高凤云，出生在河南省
汤阴县，也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
故里。她瘦瘦的中等个子，大眼
睛，是缠过足的小脚。她一生养育
了4个孩子，我母亲是长女。姥姥
虽不识字，但她心里驻扎着“知识
改变命运”这个理儿。上世纪50
年代初，姥姥40多岁生了最小的
女儿不久，姥爷因病丧失劳动能
力，当时我母亲和两个舅舅都在上
学，全家生活重担全压在姥姥肩

上，亲朋邻里们都劝姥姥让俩大点
的孩子辍学干活吧！姥姥全然不
听，她咬咬牙，把刚出生几个月的
小女儿送给了没有生育能力的亲
戚，自己去给一个缺乳奶的医生家
当了奶妈，还兼给另一家洗衣做饭
当保姆，含辛茹苦地供三个孩子读
书，直到几年后我母亲从河南纺织
院校毕业分配至青岛工作，家里的
境况才有好转，我的两个舅舅也都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后来成了大
学教授和名校校长。

1958年夏天，我一岁半，母亲
又怀上我大妹，组织上调我父亲去
北京核工业部工作，接近50岁的
姥姥从河南老家来青岛照顾我们，
在我的记忆里，姥姥每早天刚亮就
起床，做饭、洗衣、买菜、拉煤球、看
孩子……一刻也不闲，有点好吃的
都给我们，自己总是收拾盘底。特
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经常翘
着小脚跟邻居阿姨们坐“马笼”火
车去近郊蓝村买地瓜干、玉米和高
粱面等背回来，姥姥辛勤劳作的样
子永远刻在我童年的时光里。

姥姥艰辛地帮自己的儿女完
成学业后，又把目标放在我们这一
代身上。记得上小学时姥姥精心
给我缝了书包，对我说：家里啥事
也别干了，只管好好念书。我从小
学一年级开始当班长直到高中毕
业，还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团支
书等，除勤奋学习外，还参加学校
的宣传队、田径队、游泳队等活动，
三好学生奖状一大摞，每当我取得

成绩，姥姥脸上都充盈着骄傲，总
是满面春风地夸我，给我烙油饼、
煮鸡蛋作为奖励。姥姥在青岛住
了20多年，我们姐弟和妹妹都长
大成人后，她又急忙回到河南两位
舅舅家，照顾孙子孙女们都考上大
学，她才定居在安阳师院二舅家安
度晚年。

姥姥的善良是从骨子里发散
出来的。小时候我们住在母亲单
位的纺织厂职员宿舍，孩子们都
在宿舍大院里的小学读书。那时
双职工多，大人几乎没空管孩子，
班里同学的衣服破了、鞋子裂了、
肚子饿了、身体不舒服了都会跑
到我家找姥姥，姥姥成了大院里
孩子们共同的姥姥。前几年我们
小学班毕业40年首次聚会，同学
们想起姥姥都热泪盈眶。在安阳

教书的二舅回忆说：你姥姥在我
们师院宿舍里的口碑也是一流
的，谁家有困难她都会帮忙。有
一次在学校宿舍大院拾到一块手
表立即上交，校长还发了奖励证
书，上面写着“奖给拾金不昧的高
老太太”。

别看姥姥不识字，小时候她
给我讲的岳飞传、穆桂英挂帅、花
木兰替父从军以及《封神演义》中
的故事片断等，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对我从小树立弃恶扬善的价值
观影响很大。从姥姥身上我还看
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感恩和诚信。
1953 年左右在姥姥最艰难的时
候，她曾向两位邻居分别借了20
元钱和半捆洋线，当时也没能力
还，后来两位好心的邻居都搬走
了，说钱和东西都不要了。姥姥

来青岛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她就
托在老家工作的舅舅一定要找这
两位邻居，一直到 40 多年后的
1997年左右才先后找到，已是大
学教授的舅舅登门拜访，加倍还
了钱，带了许多东西，两位邻居感
动得泪流满面。

巴尔扎克说：仁慈的气息永远
是一个人心灵高尚的标记。姥姥
一生用善良的美德感染周边所有
的人，如今人虽离世21年，但高尚
的品质成为家里的传世之宝。姥
姥长眠于安阳东北部的韩陵山公
墓，相传西汉大将韩信在此屯兵
时，视此地为“风水宝地”，将义母
陵墓安于此，故得名韩陵山。每当
清明时节，这里满山遍野的油菜花
迎风盛开，花香中浸润着我们对姥
姥永久的思念。

墨 韵

遇 春 □ 荆桂秋 绘

一品的姥姥
□ 牛鲁平

忆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