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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光

荣加入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可让人

着急的是，没有红领巾戴，因为那时

物资匮乏。老师告诉我们，让家长

按红领巾标准式样给做一条。

我回家后和母亲将此事一说，母

亲既高兴又着急。只见母亲翻箱倒

柜地找，终于找到一块白粗布，又找

来几块杏树根皮放在锅中煮，然后将

白布放进去染成了红色。晚上，母亲

坐在油灯下缝着布边，做了四条红领

巾。一条让我戴，另外三条让转交给

还没有红领巾戴的小朋友。老师收

到后很高兴，连夸母亲做得精致。几

个小朋友更高兴，他们家长还前往我

家向母亲致谢。

这粗布红领巾，没有绸布的鲜

艳，可我戴上后也觉得很帅气，心中

充满着光荣感和自豪感。“六一”这

天，我还戴着这红领巾参加大游行，

并以红领巾的名义在“和平呼吁书”

上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粗布红领巾
刘绍堂

童年是人一

生中最美好的时

光，童年在大多数

人记忆里总是充

满难忘、有趣、欢

乐。记得小时候

那首歌，熟悉调调

唱出记忆的经过；

记得小时候那个

我，更感谢一路上

有你陪我……说

起自己的童年，老

年人的脸上也会

泛起幸福的笑意。

六一儿童节，望着孙女在楼下的空

坪上跑来跑去，发辫上系着的塑料小铃

铛在头上一晃一跳的，我不由地想起小

时候戴的红发夹。

我正上小学三年级，一天，在街上

我看见一位姑娘头上戴着一个鲜红色

的发夹，觉得十分好看。因为，那时，

我们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是用红毛线来

箍头发，所以我好羡慕。

母亲下班后，我就把街上见到的

红发夹的事讲给母亲听。母亲笑了笑

说：“是不是很漂亮啊！”我使劲地点了

点头，接着就帮母亲择菜、淘米。

这天是我十岁的生日，母亲临去

上班的时候，问我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随便吧。”母亲笑了笑说：“要不包顿

饺子，给你贺一贺！”母亲说罢，提着包

走了。

晚上吃完饺子后，母亲在厨房里

洗碗，我拿着书包到里屋做作业，可心

里却老惦记着那红发夹，根本静不下

来，甚至几次想到母亲身边央求她给

我买红发夹，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也许是精神不集中，一直到晚上

九时才把作业做完。当我洗完脸，上

床睡觉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只见枕

头上放着一个红艳艳的发夹，下面还

压着一张字条，上写着：祝女儿玲子，

生日快乐！

顿时，我兴奋地跑到母亲的房间，

幸福地说：“谢谢妈妈！”

母亲搂着我说：“这是有机玻璃做

的，是一种新材料，是你李叔叔出差到

省城给你带回来的。”

此事一晃过去近五十年了，但每

当想起，母爱总在我心中萦绕。

红发夹
张小玲

五十年前，我五岁，姐姐八岁，我

们生长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可无论

吃什么都要按照时令。冰，我们吃过，

但是在冬天用竹竿打下屋檐下的冰锥

嘎巴嘎巴地嚼。我们在夏天没见过冰，

听说城里的孩子夏天能吃到冰棍儿，便

觉得不可思议。在小小的心里，冰棍儿

是那么神秘，却又不敢奢望。

记得那年夏天，我的姑姥姥病了，

在城里住院。有一天，父母去看望她。

下午，天正热的时候，父亲带着母亲回

来了。父亲满头大汗，母亲怀里抱着一

团衣服，刚跳下车子就往屋里跑，“快来

吃冰棍儿了！”我一阵狂喜，跟着姐姐跑

过去。母亲打开层层包裹的衣服，里面

包着保温壶，打开保温壶，我看到了传

说中夏天的冰棍儿。母亲说一路快赶，

可冰棍还是有些融化。母亲拿出一支

递给我，我放进嘴里一吮，果然清凉爽

口，姐姐也接过一支吮起来。父母看着

我俩贪婪地吮着冰棍，高兴地笑了。

后来，母亲说那天是儿童节呢，

那支冰棍儿就是我收到的儿童节礼

物了。

五十年前的礼物
于国源

最近，在单位搞工会工作

的老冯退休回家后，社区干部

几次上门请他“出山”发挥特

长，老冯则表示先让他休息一

段时间再作决定。多次劝说

无果的社区干部失去了耐心，

批评老冯对社区公益项目不

热心；老冯子女因怕他待在家

里易患老年痴呆症，也竭力要

他出去弄点事做做。面对内

外“夹攻”，老冯不胜其烦，苦

恼地说：“你们不了解我，让我

清静点好吗？”

老人退休后适当做些感

兴趣的事情，保持一定的忙碌

状态，有益身心，尤其是刚从岗

位上退下来有一个心理调适

期，找些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做，

对身心健康颇有积极作用。

然而，老人做什么、怎么做、何

时做，选择权应交给老人自己，

让他自主权衡和考虑定夺。

家中小辈和社区工作者可以

提些合理建议和中肯意见，也

可以创造条件增强老人的兴

趣，但切忌本末倒置，违背老

人真实意愿，代其做主；或态

度 生 硬 、出 言 不 逊 ，给 脸 色

“看”。如此，既涉嫌干涉老人

安排晚年生活的自主选择权，

也有悖劝其“做事”的良好初

衷，不利老人安度晚年。

走过人生大半辈子的老

人，因成长背景、文化程度、情

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在晚年

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多元多样，

有人喜静，有人爱闹；有人愿独

处，有人乐群聚。这就需要区别

对待，精准引导。最佳办法就是

让老人遵从内心深处的意愿，

自己选择，自主安排，旁人恰

当提些想法供其参考就行。

让老人自主选择生活方式
童伟忠

久负盛名的拜将坛，位

于陕西汉中市城南，为南北

相对的两座方形高台，各高

丈许。北台建有台亭阁，南

台竖有“汉大将军韩信拜将

台”大石碑。两台周长百余

步，面积 2194平方米。望着

这座有 2000 多年历史的拜

将台，我不禁想起司马迁《史

记》中《淮阴侯列传》卷描述

萧何月下追韩信和刘邦筑坛

拜将的故事。

相传淮阴侯韩信乃江苏

淮阴人，自幼习文练武，学得一

身好本领。后来父母双亡，家

境贫寒，曾乞食于漂母，受辱于

胯下。在楚国项羽麾下数年，

不以为奇，只当小职。后来投

奔汉营刘邦，仍做小职。一天，

韩信见了汉丞相萧何，便把腹

中才华一一吐露，萧何大为赞

赏，立即向刘邦推荐，刘邦却没

有因此重用韩信。

恰在这几天，刘邦为争天

下不易而苦恼，萧何乘机建议：

“只要有了大将，就能统一天

下”萧何又把韩信的才华说了

一遍。刘邦轻蔑地说：“一个钻

裤裆的人，岂能做将军？”

萧何荐才心切，一连几

次找刘邦，都是碰钉子。

韩信待了数月无果，决定

另寻出路。一天傍晚，他悄然

离开汉营。萧何闻讯后，快马

急追，对他极力敦劝。韩信见

他词诚意恳，便一起返回汉

营。刘邦被萧何举荐将才的

精神所感动，答应拜韩信为大

将，并修筑拜将坛，择良日，举

行了隆重的拜将仪式。诸将

皆喜，全军皆惊。

韩信足智多谋善用兵，

指挥智取三秦、“背水”破赵、

收复燕国、十面埋伏、垓下灭

项等大小战役上百次，百战

百胜，终于协助刘邦统一天

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我边走边想，不觉登上

了北台。此台犹如一个大舞

台，台基由黄土垒成，青砖砌

表，四周栏杆，后侧台亭阁，

画栋雕梁，层层叠起，有巧夺

天工之美。

从北台下来，缓步来到

南台，见石碑背面镌刻着一

诗：“辜负孤忠一片丹，未央

宫月剑光寒。沛公帝业今

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坛。”与

碑正面大字呼应，使人更敬

佩萧何留意人才、举荐人才

和重视人才“伯乐”精神。

拜 将 台 怀 古 ，感 慨 万

千。但愿在今天为实现中国

梦的建设中，能够多出几个

像萧何一样的伯乐！

拜将坛怀古
唐文富

人说“隔代亲”，这话一点儿不错。就说我

那老伴吧，她对自己生的一堂儿女尽管也爱，但

总没有对小孙子爱得那么深，那么奔放，整天乖

乖长乖乖短地叫个不停。孙子哭了，忙抱起逗

乐；孙子饿了，忙递果喂饭；孙子有一点儿小长

进，更是人前人后夸赞。一日看电视，屏幕上突

然冒出“画面调节”的红、绿条格来，老伴手握遥

控器，左按右揿，怎么也抹不去。正在玩耍的小

孙子抢去“大权”，小手揿了几下，条格儿就没有

了。我一旁不由批评老伴：“你看你，这么大的

人了，还不如才 5 岁的小孙子——”老伴听后不

但不气，还乐滋滋地一把抱起孙子，边亲边一个

劲地承认：“奶奶还真不如宝宝呢，宝宝比奶奶

有用——”接着又举出不少实例，什么“宝宝会

说普通话，奶奶不会啊！”“宝宝会唱歌，奶奶不

会 啊 ！”“ 宝 宝 会 玩 手 机 、电 脑 ，奶 奶 不 会

啊！”——俨然孙子就是她最崇拜的老师。老伴

平时倘若有谁说她某一方面不如人，尤其是年

龄与她差不多的大人，她必定会气愤地与你辩

白一番，而今，她对孙子的那个“谦虚”样，真是

判若两人。

人之所以有“隔代亲”这个情况，我以为，并

不是说对“自己子女这一代”就不亲，而是对“这

一代”，做父母的，一般年纪尚轻，还不大会“亲”；

刚刚走上社会，忙于工作、事业，也没时间“亲”。

到了老年，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对亲情的认识，愈

加深刻；加之，人老了，相对较清闲，儿女大了，不

好“惯”了，“惯惯”孙辈，正是时机，也是一种乐

趣。再者，“亲”孙辈也是对儿女小时“亲得不够”

的补偿，是间接对儿女的“亲”。这是血脉的交

融，是家庭和睦的基石。

“隔代亲”不排除有“偏爱”，即“娇惯”、“溺

爱”之嫌。处理不好，是会有负面影响的。但其

更有包容、深情等正面意义。如果我们大人之间

也来点这种“偏爱”精神，这对搞好相互关系，促

进家庭、社会和谐是很有意义的。

“宝宝比奶奶有用”
王洪武

如今呀，尽管已不再年轻，但小时候

经历过的一个个夏天，依旧深深烙在我的

脑海里。每次想起，都格外清晰，仿佛发

生在昨日一般。

那会儿的条件，别说空调了，哪怕风

扇，都是极为稀罕的电器。

于是，每年到了夏天，唯一的避暑工

具，就是手中的那一把蒲扇。照理说，这

样的苦熬，会令夏天显得格外漫长。可事

实，却恰恰相反。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

夏天，总过得特别快。天气刚有点热的时

候，孩子们就盼望着夏天来。

在那时候，夏天可是孩子们最美好的

时光。每栋房子里，都是三四户人家共

居，我家附近那巴掌大的地方，就已经有

了好几十个孩子，大大小小，无一例外的

都喜欢玩。

那时，真盼着夏天再长一点，每天的

时间再多一点。可越是如此，时间过得就

越快。往往在不经意间，暑假就已经接近

了尾声。孩子们垂头丧气，也挽留不住决

然而去的夏天。

后来，年届不惑。日子渐渐好了，住

上新房，家里的电器一应俱全，还装了空

调。可没想到的是，这么好的条件下，夏

天却似乎更难熬了。

从天气有点热开始，就天天看着日

历，掰着指头算日子，盼望着夏天赶紧过

去！开着空调，吹着风扇，可只要一望窗

外，看着地上被毒辣的太阳蒸出来的尘土，

心中的燥热，是多少台空调也无法浇熄的。

这夏日，怎么就那么漫长呢？

后来想明白了，是快乐，把苦夏缩短

了。小时候很苦，但我们有大把的笑声，

有不知疲倦的欢乐。笑声里的时光，总是

特别短暂。

而后来，生活好了，却唯独少了笑声和

欢乐。每个人的心，都深埋在钢筋水泥的城

市中，不轻易展露。那种纯粹而无所顾忌的

欢乐，与我们渐行渐远。这样孤单而又枯燥

的生活，把夏日的酷热，拉得很长很长。

没想到的是，到了如今，人生走到了

夕阳，反倒重拾了儿时的夏天。

如今的我，日子反倒比前些年悠哉多

了。人退了休，没有俗事缠身，那些烦人而

虚假的觥筹交错的应酬，尽可以抛之脑

后。身边往来的朋友，没有了利益纠葛，彼

此之间的感情，也如儿时的那些玩伴一样，

纯净而真诚。平日里，下下棋，聊聊天，说

说心事，这时光也就如梭一般地过去了。

人到晚年，觉得这夏日又开始短暂起

来，那是进步，也是幸福。

老来更觉夏日短
郭华悦

周末下午 ，在网上预约

后，晚上携家人去一家餐馆就

餐。与一般酒家不同，该餐馆

优惠券需用手机扫一扫桌上

的二维码。邻座一对老年夫

妇对这种无纸化的服务模式

难以适应，掏出手机却不会操

作。此时，一位女服务员主动

上前，耐心讲解操作要领，并

手把手教两位老人用手机操

练了一遍。餐毕结账时，老两

口齐声向服务员致谢，说尝到

了价廉物美的菜肴，还学会了

“二维码”操作，非常满意。

眼下，网络化、电子化、信

息化办公和服务模式，已渗透

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人们享受“衣食住行”省时省

力快乐的同时，一部分老年人

因年岁高、反应慢、接受能力

弱等原因，往往对高科技的服

务载体和手段一筹莫展，有的

因暂时学不会、跟不上，产生

操作“恐惧症”，难以体验互联

网带来的生活便捷，甚至导致

自卑、累赘等负面心理。这就

需要服务性行业充分考虑老

年人的特点，在应用高科技手

段倡导“绿色”服务过程中，应

有专人负责现场指导老人如

何具体操作，帮助他们逐渐

“入门”。解人之忧的贴心服

务，不仅有利商家增加对老年

客户的吸引力，而且有助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愉悦指

数，善莫大焉。

帮老人逐渐入“门”
童伟忠

画出晚年灿烂梦 黄茨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