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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人纪事

■似火晚霞

■我的故事

黄杰
人在顺境时，微笑并不难，譬如

阳光雨露充足时，花会自然地开放。

但在逆境时，人依然能够笑面人

生，则非易事。因为这如同在“悬崖

百丈冰”的寒冬，想要“犹有花枝俏”，

那要有内在的“智慧”，也就是一种心

态，和那股子积极乐观的精神。

一日有空，走入寺院，在香烟缭

绕中，我看到一尊弥勒佛的像，是那

样倍感庄严亲切。弥勒尊佛那种坦

腹而笑、乐呵呵面对一切的神态，使

我似乎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人生短暂，如昙花一现，来时匆

忙，走时匆忙，忙忙碌碌一生，已经很

苦，又何必自寻烦恼。争名夺利，其

实最终又能获得几分，就算获得了，

到头来又能带走几分，还不是一撮黄

土儿一缕青烟吗?而在活着时，你想

拥有的东西越多，心中的不满也就越

多。不如在心中放下无意义的追逐，

以坦然乐观的态度笑面人生。

且看弥勒尊佛，笑得多么开心，

多么坦然，多么自在、笑得失荣辱，

笑财色名利，笑美丑善恶，笑是是非

非。一切无所谓，一切坦坦荡荡。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这是治病良方，依此方能百病消除，

笑口常开。

而于人生百态金迷纸醉物欲横

流中，最珍贵的是平和的心态，乐观

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对健康危害

最大的，是人心中的“贪、嗔、痴”诸

毒。所以淡泊的处事待物，洒脱的

生活学习，是对生命最好的滋补，是

对健康最佳的呵护。

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代才子唐

伯虎的一首诗，曾发了颇多感慨，诗

大慨是这样写的：“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

衰老。其问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梦

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

尽多少奔波烦恼。”这不是无病呻吟，

写的是现实，读毕令人惊醒。

生命如此宝贵又如此短暂，我

们又何必自寻奔波烦恼呢?请珍惜

宝贵的生命呵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吧!
常看看弥勒尊佛的这部“笑经”

吧。谁能参透领悟，谁就会拥有健

康快乐的人生，永远活在阳光里。

“笑经”省吾身汪知羞

千年红豆杉

你是爱的象征，
你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人们在此放歌，
每一句歌词里都有你的柔情。

静山堂

风在那里呼啸着，
它总是静静的，
静静的山、静静的云。
静就是它的灵魂。

巴人故居

苦恋家乡的魂，
多想与你握握手。
采一朵山坡的野花，
带走对你的记忆。

柏坑水库

雄伟的大坝，
独立于苍穹之下，
我如晶莹的水珠，
流进多情的水库。

向日葵

原野上的向日葵，
成片地盛开着，
把四周的群山照耀得如此明亮。
它们就是梵高画过的，
它们的心在日夜沸腾着。
我来了，
我也沐浴在金黄的色彩里，
渴望着与它们融为一体。

山泉

它以满腔的爱，
滋润着每一朵野花，
它离我很远，
又离我很近。

大堰之行（组诗）

舒志芳
在中国大地，《在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是一首脍炙人口、妇孺皆

知的经典歌曲。但你知道歌中所

唱“桃花倒映在明净的水面，桃林

环抱着秀丽的村庄”的地方是哪

里吗？

2017 年的一期央视综艺频

道特别节目《非常星发布》由著名

歌唱家蒋大为披露：当年的词曲

作家邬大伟、铁源是在采访一位

驻守在东北边疆的小战士后激发

了创作灵感，而这位小战士就是

奉化溪口人。今年6月12日的央

视《回声嘹亮》围绕《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作了一期访谈节目；9
月 6日晚 19点 30分《回声嘹亮》

以经典歌曲入“国库”的形式再一

次唱响奉化区区歌《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并以艺术化的手法在

央视演播大厅重现了当年邬大为

与“小战士”的对话情景。

1969年寒冬，珍宝岛自卫反

击战不久，词曲作家邬大为、铁源

到乌苏里江前线体验生活，当时

天气非常寒冷，气候在零下四十

度左右，一杯热水从屋里拿到屋

外3分钟就凉透了，5分钟就成了

冰。为防止冻伤，执行任务的战

士全身关节都得动，还不能有声

音。那天早晨，邬大为他们迎着

战士回营，远远望去，战士们全身

白色，戴的口罩也结成了冰。战

士进屋后把口罩一摘，冰就籁籁

掉下来。邬大为问他冷不冷，他

说：“冷得发疼。”邬大为又问小战

士，“在最冷最苦的时候想什么？”

小战士回答：“我在这里到处看到

的是雪花，而家乡不久就是桃花

盛开的季节，想到那片桃花，再冷

再苦也不觉得了。”听了小战士的

话，邬大为十分感动。“这就是我

们最可爱的人，我想把这个写成

一首歌。”邬大为毅然决然构思、

创作。歌词运用映衬的手法，突

出主题：一面是如画的故乡盛开

的桃花、明净的水面、孩子们的笑

声；而另一面则是风雪交加的边

疆。两相对照，更映衬出人民战士

保家卫国、甘于奉献的胸怀和品

质。但因时代原因，直到 1980年在

辽宁丹东部队采风时，邬大为他们

才把这首歌公开，最后经蒋大为在

1984年春晚演唱后成了经典。

今年 84岁的邬大为是我国著

名词作家，代表作品有《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红星歌》《有一个美丽的

村寨》《北疆连着我的家》等。他的

祖籍就在奉化，虽先后定居沈阳、南

京，但家乡奉化一直是他魂牵梦萦

的地方。2016年邬老先生踏上故

土，回故乡寻根，更想会会当年和他

亲切对话的那个最可爱的小战士。

经他到奉化区人武部翻阅档案和溪

口镇、村反复验证，这位小战士是溪

口镇上跸驻村人，名叫王武位。遗

憾的是他已于 10多年前因病在南

京去世。据王武位夫人孙玉英介

绍，她和王武位是同村人，从小一起

长大。1966年，王武位19岁到吉林

的 7311 部队当兵，因部队纪律要

求，从珍宝岛战役前线回来后，王武

位并没有向她透露当时的情况。直

到几年后王武位才告诉她，他参加了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原奉化市委书记张文杰会见邬

大为时，翘起大拇指称赞他与当年的

小战士一样伟大，都是“奉化的骄

傲”。他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是国内广为流传的经典，歌词意境优

美，很有画面感，唱出了对家乡的炽

热情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邬

大为的建议下，张文杰当场与邬大为

兴致勃勃地合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

地方》。

“在人民当家作主之前，我从来

不觉得家乡的桃花有多么美丽，随着

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我越来越

从内心品味到了桃花盛开的美丽。”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的 94岁老兵焦润坤的一番话引起全

国电视观众的强烈共鸣。如今，奉化

的城市品牌正在被“雪花与桃花”交

相辉映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越

唱越响亮。

雪花与桃花的赞歌 俞益萍
才刚高高兴兴过完九十一岁寿

宴的老妈，没想到几天后就因急性

肾盂炎转败血症住院。出院后的老

妈各种机能急速退化，不肯吞咽、不

肯说话，不管怎么逗她，就是面无表

情。

看到老妈几乎变成了“木头

人”，大家无不忧心忡忡；尤其适逢

护工将回老家一个月，这漫漫三十

天该怎么办？拜托中介找位临时护

工陈阿姨，一天要价两百八十元，价

钱贵是一回事，最担心的是万一老

妈不愿意接纳她，适应不了，有谁能

接手？

第一天，陈阿姨即对老妈进行

魔鬼训练，一下子要老妈握拳将双

手举高，一下子要老妈抬脚；当我从

监视器看到她要老妈弯腰捡起地上

的纸杯时，简直吓呆了，对九十一岁

的老人如此要求不会太残忍吗？

一开始老妈的手根本够不到纸

杯，只见陈阿姨反复按压老妈的背

部，看得我心惊肉跳。“老妈的骨质

早已疏松，这么用力压不会骨折

吗？”我有这样的疑问；二妹和小妹

也提出同样的怀疑，三妹更是不舍

掉泪。姊妹彼此热线不断，最后大

哥决定要大家给陈阿姨空间，不要

干涉太多，他会多观察、多留意。

短短四、五天的训练，原本一直

无法走动的老妈，已可以拿着助行

器一步一步往前走；而之前连喂她

稀饭都不肯吞咽，现在竟然可以自

己端起碗，用筷子夹菜吃。

出院后，大家原以为老妈的退

化应该不可逆，如今不仅变成可逆，

而且还好转不少。是奇迹？还是有

训练不一样？想到年过六十的自

己，常因睡不好全身酸痛，看到老妈

的进步，真感到汗颜。老伴打趣说：

“都是我平时对你太体贴，从今天

起，我也要对你进行魔鬼训练，说不

定假以时日，手无缚鸡之力的你，就

可以变成举重选手。”

我当然不可能成为举重选手，

但九十一岁的老妈都能改变现状，

相信自己一定也可以激发潜能，至

少不再弱不禁风。老妈，我要向您

看齐，也要谢谢陈阿姨的用心！

九十一岁的魔鬼训练

■岁月风铃

陈妙翠
我的家乡畈头村，地处山区小

村。解放初期国家贫穷落后，农村

生活艰苦，但党和政府重视教育，在

村里办了小学，学校设在庙里。

1952年我入学时一至六年级齐全，

由于农村学生少，一、三、五年级和

二、四、六年级分别编成两个复式

班。学校有两名老师，一位校长兼

任二、四、六年级课程，另一位是下

乡知识青年为代课老师任一、三、五

年级课程。两位老师包教两个复式

班。每个班讲课时间只有 15分钟，

其余时间做作业。虽然环境简陋，

但由于老师教学认真，教育质量还

是不错，我获得了小学基础知识。

这是我读书的第一段经历。

山村小学毕业报考奉化师范，

我庆幸被录取，开始了第二段读书

经历。师范学校设施齐全，如体育

课有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运动

器材，教师水平也高，那时还重视劳

动教育，我也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

动。到凤凰山开荒种菜，为造一中

到西溪砖厂搬运砖头，农忙到农村

割稻等。同学们虽然感到有点辛苦

但也感到很快乐，大家都感到高

兴。只可惜遇到困难时期 1961年
初师停办，我们未能毕业，结束了初

师学习。幸运的是 1961年由于我

读过师范被银行单位招工。

后来我退休了，感到以往的经

历是幸福的，唯一的不足是没有上

过大学。使人想不到的是 1994年
奉化办起了老年大学，我报名进入

老年大学，学过很多专业班，如普通

话、地理、电脑、音乐、舞蹈等多种课

程，现在还在语文班学语文。学校

校舍新、设备好、有多媒体教室。教

师学历和教学水平都高，教育效果

好，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我喜欢读书，有幸的是我虽出

生在偏僻山区，但从小到青年都实

现了读书梦，老年又实现了大学梦。

我的三段读书经历

雨凡
1948年夏，在一座偏远而寂

静的村庄里，一对青年男女经媒

人介绍见面了，男生假装看报纸，

却偷瞄着对方，女生扎着两条麻

花辫，羞怯地低下了头……

这对青年男女便是我的外公

和外婆，他们很快结婚了。婚后，

他们过着快乐而恬静的生活，直

到女儿患了重病，外婆毅然辞掉

工作，整日守在家中照料女儿，全

靠外公工作维持生计。生活虽然

清贫，但也夹杂着某些幸福，很快

地，他们的小外孙女，也就是我，

呱呱落地了，为他们见证了银发

岁月的点滴。

外公的头发花白，我常常扒

着看，天真地说：“外公像一只黑白

条纹的浣熊。”那时，日子是多么的

快乐与简单。渐渐长大了，才懂得

他们生活的艰辛，外婆因为辞职没

有退休金，就得在外打零工。外公

退休后，就一直陪着外婆做事。在

炎热的夏日，他们一同在路边卖冰

棍。在寒冷的冬夜，他们一道去糖

厂包糖果。

没有精美的家具，没有丰盛的

佳肴，他们在银发岁月里相依相

伴。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外婆每隔

几天就闹肚子痛，医生检查发现是

结肠癌晚期，无药可救。外婆匆匆

地离开了，来不及留下一句话。外

公守在她的身边，将她额前的银丝

挽到耳后，忧伤地问道：“你怎么能

丢下我，一个人先走了呢？”在昏暗

的灯光下，我第一次见到外公的眼

里闪动着泪光，那神情我永远也忘

不了！

岁月如流，外公的头上又添了

许多银丝。一日清晨，他一边数着

工资，一边喃喃地说：“你怎么走得

这么早，你知道吗，我又加退休金

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见外公的

行动越发迟缓了，劝道：“外公，你年

龄大了，要另外寻找伴侣，照料日后

的生活。”外公摇摇头，满眼凄迷地

望着远方。

外婆骨灰寄放在一个小房子

里。每逢祭日，外公总是早早地赶

去，和外婆说悄悄话，献上她最喜欢

的百合花。某日清晨，我去祭拜外

婆，发现外婆旁边的小房子里，竟清

晰地刻着外公的名字。我十分诧

异，立即找外公问明原因。外公轻

叹了一声，说道：“我想离开后，能和

你外婆在一起。”说完，便转过身去，

蹒跚地走回屋里。在阳光的直射

下，我发现外公的头发全白了，闪着

晶莹的白光，那是他日夜思念外婆

的见证。刹那间，泪水模糊了我的

视线，我感悟到爱情的真谛，外婆一

直住在外公的心里，从来不曾离开。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外

公用他的银发岁月诠释和升华了诗

意。这深刻的爱，专情的爱，执著的

爱，可感、可叹、可向往。这段银发

爱情，相信月老先生也为之汗颜。

相伴银发岁月

■人生心得

■心香一瓣

秋菊 李美杰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