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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冯联清

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晚风吹拂，炎热渐渐散

去。 蜗居了一天的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到外面呼吸

一下新鲜空气，仨一群俩一伙，散步的散步，乘凉的

乘凉，买东西的买东西。

沉寂了一天的老街又开始沸腾起来。 道路两边，

摆满糖果蔬菜的小摊，小贩们大声吆喝着，满脸

堆笑， 婶子大娘满口跑， 极力夸耀着自己的东

西，变着花样兜售自己的商品。见大人们领着孩

子过来，马上给孩子抓把糖块塞手里，切块西瓜

尝一尝，掰个蟠桃吃一吃。 孩子们吃在嘴里，喜

在心上。家长们看似无事闲聊，其实眼睛早都瞄

着自己的孩子，看到孩子爱吃的，马上过去，无

论贵贱， 毫不犹豫立马买下。 孩子们捧着好吃

的，心花怒放。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小河边，落日西斜，余晖映射在水面上，水光潋

滟，波光粼粼。 河水清澈见底，倒影如碧。 水草随风飘

荡，摇曳多姿。 成群的鱼儿游戏其间，你追我赶，竞相

游弋。时而潜入水底，时而跃出水面，欢呼着，跳跃着，

气定神闲，怡然自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

孩子们光着小脚丫，拿着小网子，弯胳膊撸袖

子捉鱼摸虾，鱼儿们见状，倏忽一下，悠然远去，四

面八方分散开来，一会儿游向东，一会游向西，一会

游向南，一会游向北，仿佛故意在和孩子们捉迷藏。

孩子们紧追不舍，连蹦带跳，一不小心，扑通一声，

弄个老婆钻被窝，满身是水，满手是泥，干脆就势扎

个猛子再出来，摇摇小脑袋，扑棱扑棱水，接着捉鱼

去。 满心欢喜，一脸灿烂。

路边，杨柳葱郁茂盛，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成

为鸟的天堂。 鸟儿们成群结队栖在枝头，呼朋引伴

放开婉转的歌喉，唱出优美的曲子。 叽叽喳喳，在树

枝间翻飞雀跃。 树上知了使劲儿地鸣叫着，垂緌饮

清露，流响出疏桐。 尽显地主之谊，仿佛在热情

欢迎人们的到来。

小桥上，人们依栏远眺，桥下流水潺潺，野鸭

成群，水天相接处，落霞与孤鹜齐飞，淀水共长天

一色。浩渺的水面上，圆圆荷叶弥漫开来，满眼绿

色，清脆欲滴。 粉红色荷花点缀其间，清水出芙

蓉，天然去雕饰。 亭亭玉立，楚楚动人。 两岸蒹葭

萋萋，芳草蓠蓠，蝴蝶翩跹，湖光水色，自然天成。

荷塘深处，渔家女儿轻舟短棹，采莲荷塘，笑语喧

欢。 荷叶田田，芙蓉朵朵，人面荷花相映红。 舟行碧波

上，人在画中游。时有鸥鹭从空中飞过，脑海中不禁浮

现出李清照的词：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

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晚风徐徐，蛙声阵阵。 放眼望去，岸边稻田青

青，郁郁葱葱，满眼绿色，丰收在望。 人们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笑容挂在人们脸上。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

夏日的傍晚，斜晖脉脉，霞光普照，夕阳无限

好。 风吹莲叶，荷香缕缕，蛩鸣声声，不觉已是月上

柳梢头。 寻一处幽静，觅一处清凉，享一份清欢，别

有一番韵致在心头。

何其有幸， 我拥有一个

温暖有爱的好邻居， 这份爱

心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还记得 2016 年的夏天，

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

是我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

了； 另一个是我的外公生了

重病， 需要妈妈的照顾。 这

时，我们全家做了一个决定，

从浦东搬到了徐汇， 就近租

一套房子，既方便我读书，又

可以照顾外公。

初来乍到，一切都显得陌

生。住在我们对门的白阿姨刚

一见面就热情地和我们打招

呼，说家里有一个妹妹和我的

年纪相仿， 以后可以一起玩，

还给我们介绍了周边的环境，

哪里买菜便宜， 哪里加油，哪

里可以买到文具……当时我

们全家都被这个热情的白阿

姨感染到了， 原本对陌生环

境感到紧张的我们， 一下子

就放松了起来。

自从搬到这里， 妈妈就

开始了忙碌的生活， 早上要

去为外公做饭， 还要经常请

假带外公去医院看病配药。

爸爸上班很远， 早上很早就

出门了。 妈妈常和我念叨，这

就是独生子女的心酸， 没有

兄弟姐妹能够帮着分担。 因

为妈妈要医院、 家里两边照

顾， 我经常是早上最后一个

被送到学校的小朋友。

妈妈的辛苦和焦虑，善

良的白阿姨都看在眼里，主动

找到妈妈和她说：“以后你家

的娃我帮你接送，晚上回来就

在我这里做作业，你安心工作

和照顾老人，以后你就把我当

成你的姐姐。 ”我又一次看到

妈妈热泪盈眶，对于分身乏术

的妈妈来说，这简直就是雪中

送炭。

说来也巧，我和白阿姨的

女儿萱萱分在同一个班，还成

了同桌。 从此以后，我们两家

人不分彼此，两家人的关系更

近了。我经常在白阿姨家“蹭”

饭吃， 妈妈烧了什么好吃的，

也都会拿给白阿姨分享，我们

融洽得像一家人。

最让我感到有成就的事

情，就是我也成了白阿姨的小

帮手。 萱萱的数学成绩不太

好， 而我又天生喜欢数学，数

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看出

白阿姨的焦虑，主动承担起为

萱萱讲解数学的任务。在我的

帮助下，萱萱的数学成绩稳步

提升，白阿姨笑着说：“老师讲

的她听不懂， 你讲得很幽默，

她就很容易理解。 ”

日子就在润物细无声中

过了五年，我小学毕业了，外公

最后还是因病去世了，在外公

最后的日子里，白阿姨除了照

顾我，还帮着妈妈一起忙进忙

出照顾外公，这份温暖和恩情，

一直深耕于我们心田。 我现在

就读的初中离家里有点远，我

们完全可以搬到离学校近一

点的地方，但是，妈妈坚定地

说：“远亲不如近邻， 我舍不得

白阿姨，舍不得我的姐姐，我们

要做一辈子的好邻居。 ”

2022 年 8 月 9 日夜 21 点 20 分，家

住徐汇区龙华街道的革命人瑞向顷离世，

走完了她 104 周岁的人生之路。 8 月 13

日上午，向老的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银

河厅举行。 向老的亲朋好友、各界人士冒

着高温痛别这位为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

精力的可敬老人。 痛别向顷老人之际，这

位上海市“国宝级”的革命老人的音容笑

貌又时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第一次上门见到向顷老人是在

2017 年 2 月 24 日上午一个寒冬中洒满

阳光的朝南居室。刚进房门，当时已经 99

岁的向老竟然不要家人的搀扶径直走到

门口迎接在她看来还是“毛头小伙”的我。

看着这位满头银丝、笑容慈祥、语音轻柔、

眉宇间又显示出刚毅神情的老人，一种敬

仰之情立马涌上心头。

向老在其女儿王小希的陪伴下，小心

翼翼地拿出珍藏着的影集，边接受我的采

访边指着照片中人物，讲述着她难忘的革

命经历。 向老生于 1918 年 8 月 7 日，

1937 年师范学校毕业，1945 年参加革命，

1946 年入党，1947 年被捕，在上海解放前

夕出狱。

说起当年的峥嵘岁月， 老人平静地

说，当初自己还只是个 20 多岁的女青年。

被敌人抓进监狱里，她以自己稚嫩的血肉

之躯和坚强的意志，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

打。 老人说，正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

员，才有革命必胜，严守党的秘密的信念

支撑着自己，终于坚持到了革命胜利和上

海解放的那一天。

新中国成立初期， 向老担任了上海

市比德小学（前身为比华小学） 校长。

1952 年调至政府工作， 历任常熟区教育

科科长、常熟区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徐汇

区文教科科长、 徐汇区区政府办公室主

任、徐汇区地区办公室主任，徐汇区妇联

主任暨党组书记、 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常

委等职，向顷 1985 年离休。 老人常常为

自己出生于教育世家， 有机会为国家的

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解放后又从事教育

工作多年而自豪。

在以后的多次采访中，我了解到向老

退休后的爱好很多：摄影、书画、旅游她样

样都玩得很精彩。 她还会接受龙华街道

办事处等单位的邀请，为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讲党课。 但是，我觉得她最爱的还是

看报听新闻。

在向老的追悼会上，其女儿王小希老

师说，母亲，能活百岁，是她坚定的信念和

坚强的意志所支撑；百年沧桑，处事不惊、

镇定自若， 是母亲强大坚毅的心理所致；

宽容平和的心态、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伴随母亲步入百年！我母亲高龄没有什么

秘籍，还是源于她本人强大的内心！ 她走

过百年人生，历经磨难，可从未听她说过

一句气馁的话。她发自肺腑却又恰如其分

的话语，让现场的每一位吊唁者动容。

我对向老作最后一次采访是 2021 年

6 月 3 日，公交龙华车队党员前来听老人

讲革命故事。 尽管向老已经是 103 岁高

龄，但是她依然是神采奕奕地接待着每一

位来访者。 活动结束后，她又坚持要将公

交的党员们送到家门口。

人生过百并非易事，百岁党员恭逢中

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更是凤毛麟角。如今这

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已经驾鹤西去，但

是她对我们这些“后来人”的谆谆教导将

永远鞭策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音容宛在 精神永存

痛别百岁革命人瑞向老

�冯联清

■ 书法 黄雨金

向顷（左）与作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