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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红船启征帆，

华夏史册开新篇。

镰刀铁锤红旗展，

马列真理领航船。

南昌枪声破长夜，

井冈星火成燎原。

万里长征克艰险，

革命灯塔耸延安。

八年抗战驱日寇，

四载鏖兵定江山。

扫尽穷白奠基业，

沧桑巨变换新天。

两弹一星惊世界，

“嫦娥”登月奏凯旋。

载人航天协“北斗”

航母入海伴“天眼”。

改革开放强国力

小康谱写富民篇。

港澳回归雪国耻，

统一大业步正酣。

百年辉煌彪青史，

民族复兴更无前。

廿大将展新蓝图，

乘胜远航筑梦圆。

自“足不出户”那会

儿我和老伴尝到了“苦日

子”的甜头后，便一发不

可收。 眼下，我们隔几天

就要过一次“苦日子”。

我小时候计划经济

年代物质匮乏， 对家中

的食品要时常进行盘

算，也就是要计划着吃。

那时买什么都凭票，买

回来以后必须按照票的

供应天数来算计吃。 比

如米， 我的定量是 25

斤， 那么我每天三顿是

一斤不到。 水产、肉类、

禽蛋、豆制品都是按上、

中、下旬凭票购买。 最艰

难时期连蔬菜都凭菜卡

供应， 因而一棵黄芽菜

要吃一个礼拜。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 物质丰

富、生活殷实，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 但由于没做

到“管住嘴”，胡吃海喝，

导致“四高”（血压、血

脂、血糖、胆固醇）肆虐、

疾病多多。 如今为了健

康，饮食方面尽量节制。

于是， 有时过点“苦日

子” 倒不失为一种生活

方式。

首先，“苦日子”并

非真正的苦。 俗话说：

“山珍海味是佳馐，青菜

萝卜保平安。 ”那天我们

过“苦日子”是这样的，

早餐一碗稀饭一只馒头

就酱菜； 中午青菜煮面

条，顶多加个荷包蛋；晚

餐干饭，一只蔬菜、冲碗

紫菜虾皮汤。 这些看上

去有点“寒酸”，但比起饥

饿年代也算不上苦。

其次，“苦日子”可以

勾起对小时候的怀念。那

天中午我们用胡萝卜下

面疙瘩，久违的味道使我

想起那“凭票供应”年代

搭配供应面粉、我和邻居

挖野荠菜煮面疙瘩吃的

时光……

再有，“苦日子”让家

庭和睦共享天伦之乐。贫

困岁月食品虽稀少但都

能自己动手翻出花头来。

如今退休在家，也常动手

弄点花色品种。那天女儿

在家，开始听我说今天过

“苦日子”很不解和惊讶，

后来得知今天做“韭菜盒

子”立马来劲，学妈妈一

起擀面时不知怎样拿擀

面杖，妈妈教会了以后便

不肯放了；看我韭菜切得

那样细，她也拿着刀学着

我的手势慢慢切……当

吃着“韭菜盒子”、喝着玉

米面荞麦粉粥时连连说

“好吃……好吃”，平时不

碰韭菜和杂粮的她一连

吃了四个“韭菜盒子”喝

了一大碗粥……

另外，过“苦日子”也

是养生的一项手段之一。

虽没大鱼大肉，然粗茶淡

饭也养人，青菜萝卜维生

素含量丰富，杂粮淀粉含

量低。没有了高盐高糖高

脂肪， 对降脂降压降糖、

通畅血管等都有好处。

老年朋友，在衣食无

忧的当下，您是否也每周

过两天“苦日子”呢？

不妨过点“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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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朱健

在我房间的书橱中， 珍藏着一本年

代久远的旧书， 封面上画着一幅美丽的

山海日出图，霞光映衬出“星火燎原”四

个鎏金大字， 这书名题字是新中国领袖

毛主席亲手所写。 我抚摸着这略微凸起、

苍劲有力的字体， 眼前仿佛浮现出八十

多年前， 包括太外公在内的年轻战士们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 浴血奋战的震撼情

景。

记得去年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前

夕，爸妈带我去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回

来后， 妈妈就把这本在家庭中保存了四

十年的《星火燎原》第六册郑重其事地交

到我手上。 我已经是一个十岁的少先队

员了， 我相信自己可以保存好这份承载

着家族红色记忆的珍贵遗物。

翻开那带着一丝霉味的泛黄书页，

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硝烟岁

月， 这本书里有很多感人肺腑的经典故

事，如宋学义的《狼牙山上》和叶挺的《囚

歌》。 但我最爱朗读的是太外公李文祥所

写的回忆实录《歌声》，故事从第四百八

十六页开始， 三页半的篇幅讲述了当时

还是一名新四军吹号兵的太外公的真实

经历。 一次战后休整，他们连队宁可在村

寨外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

冻了一夜，也绝不进老百姓家门。 我一直

很好奇这首歌有着怎样的定力， 可以让

战士们把坚强的意志和钢铁般的纪律融

入歌声之中。

虽然我出生的时候， 太外公已经过

世了，但是我的太外婆、姨奶奶、爸爸、妈

妈这几位共产党员，都会时常和我聊起太

外公的戎马一生。原来，太外公身世凄惨，

三岁丧母、七岁丧父，在我现在这个年纪

就投奔了部队，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从一名孤儿成长为团

长。 他九死一生，屡获战功，但身上的伤

疤和取不尽的弹片才是他作为伤残军人

的无名勋章。

我曾央求舅爷爷把他保存的太外公

的勋章拿给我看看，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从

带锁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好看的盒子，里面

藏着用手帕包着的几枚勋章。 最亮眼的

就是那印着和平鸽，刻着“和平万岁”的抗

美援朝胜利纪念章，还有几枚印着毛泽东

头像、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的奖章。

我想，这些纪念物背后一定藏着很多动人

心魄的故事吧。

听妈妈说，太外公当年是第一批秘密

进入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士，连夜坐着闷

热的棚车上前线。 他们克服了“小米加步

枪，一把炒面一口雪”的艰苦条件，为了新

中国的和平而战。 姨奶奶说，太外公生前

不太愿主动讲述战争的残酷，她从其他长

辈那里得知，在一次美国空军的夜间轰炸

中，太外公几乎命丧战场，幸好被他的警

卫员救出来。 这让我不由地联想到电影

《长津湖》里的悲壮场面，只不过太外公有

幸坚持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朝鲜上空一定

又回荡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吧。

经过战火洗礼的太外公一生都保持

了极端节俭的生活方式。苹果一次只吃一

半，袜子穿到无法再补，从不向国家邀功

请赏。家里的小辈们也继承了他的简朴作

风，都是本分的老实人。爸爸说，太外公在

弥留之际竟还喊着冲杀敌人的口号。

这份坚定的革命信仰，已经镌刻进我

们家族的基因血脉，每个人都以革命后代

而自豪！先烈们的鲜血染红了我胸前的红

领巾，我要珍惜和平、努力学习，为祖国的

美好未来唱响光荣之歌、希望之歌。

永远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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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至以后，天

气燠热难捱。 关于各地

高温红色预警的新闻，

也屡见新闻媒体……

这让笔者不禁想到

古人消夏避暑的方法。

宋代朝廷从初伏日开始

“每日赐近臣冰， 人四

匣”，“史料记载， 至晚

清， 北京仍有赐冰之

举”。 北京什刹海的荷花

一向有名， 旧时每至六

月， 便聚集了大量赏荷人群。“在北

京， 古代很多文人雅士都有赏荷之

举：头天在荷池附近的庙里或者什么

地方租间房子，晚上喝酒聚会，翌日

于晨光熹微之中赏荷；有时赶上微雨

天气，还会乘船去看，别有佳趣”。 杭

州西湖自唐代以后开始种植青莲，文

人雅士暑日则泛舟其上。南京的莫愁

湖等地亦是盛夏赏荷妙处。 过去，南

京人在大暑前后乘船夜游秦淮，“呼

茗清谈”“赏月观景”……

古人消夏的方法， 充满情趣和

雅趣，令人向往。 不过从古代文人雅

士的度夏消闲中也可以看出， 消闲

度夏、寻找“清凉”，

不止是文人雅士的

旨趣所在， 也折射

了一种中国文化。

我所喜爱的台

湾著名散文作家林

清玄， 有一册书名

为《清凉菩提》的散

文集， 对红尘中人

们所应有的“清凉”

的人生意义， 讲得

特别多， 真有一种

“我必使他得清凉”

的胸怀 ，“我的星

星， 或者说我的文

学， 希望给这热恼

的人间带来一丝清

凉”， 每每读之，我

的躁热、 枯干的灵

魂不止是服用了一

帖清凉剂。 林清玄

也正是在把他的散

文作为自己的和读

者的心灵的清凉剂

了，“那清凉也许不多， 也许轻轻掠

过，也许不足以解渴，也许朝露一样

很快地蒸散，但就让我们敞开心灵，

品味那一丝清凉， 就像有时我在山

林里走累了， 采下一朵牵牛花含着

花中的一点蜜汁， 或是咀嚼酢浆花

酸溜溜的果实，感受到微细的清凉，

使我觉得可以再走很长的路， 而不

感到口渴了”。 这清澈的哲思、清新

的诗情、清凉的韵味，我不知道还会

有多少人发生心灵的共鸣？

“清凉”的境界，是艺术家、作家

们所追求的， 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

一种精神上的渴求。 今天，现代人生

活上的焦灼、 精神上的焦灼已经是

非常普遍的现象。 处于这忙碌转动

的世界里的现代人， 每个人都难免

为学业、为事业、为衣食、为名利而

奔走竞逐。 形体上的辛劳，心情上的

烦热， 使人们经常感到自己像是一

壶滚沸的水，血脉奔腾，汗流浃背。

在这种情形之下， 大家所需要看到

的，就不再是更多的辛劳与烦热，而

希望去感受一些安谧与清凉。

为了追求这种“清凉”，有人独

自旅行到清凉山；有人选择了音乐；

有人选择了读书……总之， 躲避尘

嚣，抛弃俗物，全身心沉浸在这宽广

清凉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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