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晚晴
审稿：李顺桥 责编：贺小毛 版式：李 萍 总检：尹一冰 2019年10月12日 星期六

前几天，我在家听见有人敲门，开
门一看，是邻居李奶奶。

“小葛，有个事想请你帮忙。我和老
伴年纪大了，眼睛都不好使了，你帮我润
色润色。孩子们都在外地，很长时间才回
来一次……”李奶奶递过来两张书写工
整的稿纸，最上面写着：入党申请书。我
很惊讶，忍不住问她：“您都这么大年纪
了，怎么才想起要入党呢？”李奶奶不好
意思地说：“年轻时也想入党，但因为家
庭和个人原因，耽搁了。最近，我想明白
了，不管我多大年纪，只要我一心向党，
就永远不晚，也算了却我的心愿。”

原来，让70多岁李奶奶下定决心要
入党的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我们小区楼下

的十字路口在征聘交通志愿者，退休老党
员优先聘用。李奶奶看到这一条，回想年
轻时没有加入党组织的遗憾，心里落寞。

李奶奶是楼长，平日里谁家有难
处，她总会帮忙。楼里有事，她也最先出
来协调解决。年轻时，她在单位是业务
能手，吃苦耐劳的模范，曾向党组织递
交过一次入党申请书，可后来婆婆卧病
在床，加之孩子又多，都需要照顾，她在
家人的劝说下，辞了职，回家照顾一家
老小的生活起居。没了工作，申请入党
这件事便不了了之。没有加入党组织的
遗憾，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里。如今，李
奶奶的父母公婆已经故去，儿子女儿早
已成家立业，她一手带大的孙子外孙女

也上了高中，为了一大家子人忙碌了大
半辈子的她，终于可以歇一歇了。渐渐
的，她又萌生了加入党组织的念头。她
时常对儿女们说，要是自己当初还在单
位继续工作，凭她的执着努力，党组织
一定会接纳她的。

李奶奶的老伴是一名老党员，在单
位是劳动模范，干脏活累活永远冲在最
前面。李奶奶对于丈夫工作早出晚归，
从无怨言。不仅是老伴，儿子儿媳、女儿
女婿都是党员。在家人们一言一行影响
下，在老伴的鼓励下，李奶奶决定再次
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加入党组织是她年轻时的梦想，如
今，她鼓起勇气，想和老伴一样，和儿女
们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今年，在
老伴的帮助下，李奶奶下载了学习强国
APP，学习党章党规,关注时政要闻，提
高政治素养。

李奶奶想入党的愿望让我感动，无
论党组织是否会批准，我都会尽力帮
她，愿李奶奶早日实现她一生的理想！

七十奶奶想入党
葛少文

“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
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
时。”一直就很喜欢陆游的这首《秋夜读
书》，陆放翁的意思是，我这个迂腐的儒
生，可叹一生碌碌无为，却独爱前人留
下来的著作，因为它们从不将我欺骗。
白发无情地爬上头顶，渐渐地进入老
年，但照我读书的青灯却依旧像儿时那
样亲切有味。夜深人静时，一盏青灯下，
老翁伏案而读，书香氤氲，灯火可亲，此
情此景，想想便很温暖可敬。

放翁一生嗜书如命，老而弥笃，暮年
所作“老人世间百念衰，惟好古书心未
移”、“暮年于书更多味，眼底明明见莘
渭”等句，可见一斑。也正是因为有此痴
爱之情，才会“灯前目力虽非昔”却依然

“犹课蝇头二万言。”继而生出了“皓首更
觉知识浅，老来正是读书时”的感慨。

看来，这暮年读书之味，陆放翁已
然深谙。深谙此味的还有北宋哲学家程
颐，他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
味，愈久愈深。”就解读读书而论，此语
堪称至理名言，而这个深，老年尤甚。

伯父戎马生涯大半生，离休后深得
读书之趣。他平生两大喜好，一是喝酒，一
是读书。在他看来，书也是一杯美酒，醇香
绵厚，难舍难分。范仲淹说：“把酒临风，其
喜洋洋者矣！”其实，读一本好书，到妙处，
也有一种把酒临风的快感。正如苏东坡所
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伯父常说：“少年时是要我读，学习
文化知识；中年时是我要读，带有某些
功利性；唯老来读书则完全是一种修性
养生之道了。”书就在那里，兴至时便随
手一翻，乏了则顺手一合，无功无利，自
由自在。而且更妙的是，无须车马劳顿，
无论是远在天边的高人，抑或作古已久
的先哲，都可邀来畅聊。与李白斗酒，与
王维共“画”，向妙玉讨教煮茶之道，与
吴承恩共话西游。亦可陶醉在汪曾祺的
人间草木中，滋养情怀。偶尔读书有得，
文思泉涌，也不妨提笔成文，聊以自赏。

关于读书之得，清代文学家张潮在
《幽梦影》一书中曾经写道：“少年读书，如
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
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
之深浅耳。”这也是读书的三个境界，人生
阅历的深浅，决定所得之深浅，所得不同，
境界自然也不同。而论其阅历之深，非老
年莫属。隙中窥月，难见真容；庭中望月，
太过朦胧；而台上玩月，如月在掌中，尽得
其趣。此般闲情与禅宗讲的“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满衣”有异曲同工之妙。人至暮
年，人生各种滋味皆已尝遍，荣辱浮名也
早已看得风轻云淡。夕阳静美，晚霞满
天，此时的心态可谓超然通透，无论读书
还是写书，无论吟诗还是作画，皆属欣然
而至，水到渠成。正所谓，白发侵老境，独
爱青灯明。纵横笔墨趣，俯仰古今情。常
读心更亮，越活越从容。

老来正是读书时
刘世河

父亲爱表演，这是村里人都
知道的事。

小时候，父亲为了逗我们
玩，常常变着法子学这学那。父
亲的表演虽不专业，却足够走心，
所以俘获了大批观众的“芳心”。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父亲
总要为我们表演。那天几乎全村
的小朋友都来到我家小院，对父
亲的表演充满期待。“孩儿们，俺
老孙来也——”，未见其人，先闻
其声，父亲的开场白总是这一
句。以至于父亲还没说完，底下
的伙伴们一起跟着喊，那场面绝
对壮观。父亲头上戴着布帽，插
着两根捡来的山鸡毛，手里拿着
竹棍，脚上穿着雨靴，眼睛眨得比
翻书还快。父亲先是舞棍，再是
翻跟头，最精彩的是和几个“妖
怪”对打，小伙伴们看得个个入
神，仿佛看到真的孙悟空一样。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
裟破……”孙悟空演罢，济公上
场了。头戴破草帽，身穿破旧衣
服，穿着草鞋，拿着一把破扇子，
父亲粉墨登场了。父亲唱罢，常
常拿起腰间的葫芦喝起酒来，不
久就醉了，晕晕乎乎的，腿脚都
打着颤儿，但总也倒不了，把我
们笑得前仰后翻。我们最期待
的是，“济公”伸手去搓“伸腿瞪
眼丸”，那一边念着“咒语”一边

搓的样子，既好笑又让人期待。
因为那“伸腿瞪眼丸”味道确实
不错，一颗可以含在嘴里享受好
半天。后来才知道，那所谓的

“伸腿瞪眼丸”就是把糖纸剥了
包上锡箔纸的糖果。每次到分
发“伸腿瞪眼丸”的时候，我们抢
着笑着吃着闹着，纷纷配合着父
亲把表演推向高潮。

父亲走到哪儿，就把欢乐带
到哪儿。无论是上山砍柴，还是
下河摸鱼，或者在田里侍弄庄
稼，父亲的身旁，总有几个“粉
丝”，空了就“怂恿”着父亲演
戏。父亲也不客气，随手拿起道
具就开始表演，那动作搞笑语言
诙谐表情夸张，常把周围的人笑
得肚子痛。

父亲就这样演了一辈子，我
们都以为父亲年纪大了，就该消
停消停，没想到他年纪越老，演
得越起劲儿。这几年村里搭起
了戏台，建起了文化长廊，父亲
自然成了那里的“常驻代表”了，
听说每天都要露一小手呢。表
演时间一长，乡亲们都称父亲是
咱村里的“老戏骨”了。

现在，年过七旬的父亲，仍
在乡村广阔的天地里，把平淡的
生活演绎得有滋有味。我们都
知道，表演上瘾的父亲，其实是
有颗热爱生活的心。

咱村里的“老戏骨”
赵晓晓

苏大妈今年 70 岁，有人喊
她老苏她就瘪嘴儿说，不要喊我
老苏，喊我小苏或直呼我名就
行，我感觉自己还挺年轻呢。

苏大妈远观真不显老，身材
苗条，衣着打扮时髦，眼瞧也就
五十出头。

苏大妈爱跳舞，是广场舞的
老江湖，但后来不见她在小区广
场跳舞了，一问才知道，她早跑
到体育公园加入了一支年轻人
的舞蹈队，再也不和我们这群大
妈们跳“小苹果”了，她们那支队
伍跳街舞、跳恰恰、伦巴，还跳鬼
步舞，别说苏大妈有多年跳广场
舞的功底，掺和在年轻人中间还
真没违和感。

年轻人也挺喜欢苏大妈，都
喊她苏姐，苏大妈开心得不得
了，论年龄她该是阿姨或奶奶辈
的人，但这群年轻人嘴巴甜，早
摸清了苏大妈的心思，懂得如何
哄她高兴。

苏大妈的舞友们经常聚会，
这周聚餐，下周爬山，苏大妈也不
掉队儿，坚决跟着组织走。那天路
上遇到了苏大妈，她打开手机让
我看她的抖音，我问她谁给她弄
的，她得意地说，是她自己，她现
在不仅玩抖音还会手机网购呢，
说着她刷开手机让我看，开心地
说，现在她会网上叫外卖，还会网
上买菜，手机真是方便，足不出
户，啥事也能办得妥妥的。

我说我落伍了，年龄大了，
学不会这些，现在还用老年机，
苏大妈听我说服老，直对我翻白
眼儿，她说，哪里老了，你看看你

一天到晚干多少活儿，接送孙女
上下学，辅导她做作业，还得给
一家人做饭，还开垦了一片小菜
园，你这一天的工作量不比年轻
人少。干活都能干得了，手机也
一定玩得转，这个只要想学，没
三天就会。

苏大妈说，人年龄大了，得
多往年轻人堆里钻，多和年轻人
交流，这样思想才不会落后，还
能跟着他们学习接受新鲜事物，
不被社会淘汰。最重要的是，常
听年轻人吐槽自己婆婆，让我了
解到了现在年轻儿媳的所思所
想，懂得如何和自己儿媳和睦相
处了。

原来苏大妈一开始是想跟
着年轻人学跳年轻人的舞蹈，学
会后再教广场舞大妈们跳，后来
越在年轻人群里待，越发现自己
不懂的东西太多，和舞友没共同
语言，她为了让自己融合到年轻
人队伍里，这才逼着自己学用智
能手机，天天跟着年轻人玩，看
她们如何拍视频，如何网购，时
间久了也便学会了。现在她是舞
蹈队里的超级活宝，她们说拍视
频没有苏姐没有点击率。苏大妈
笑着说，没想到一把年龄了，混
在年轻人队伍里，竟然成了亮
点，网上关注她的人不少呢。

看看苏大妈，再看看我，我
俩好像来自不同世界，虽然我们
年龄相仿，但思想上已经有了代
沟。看来，老年人不仅需要老友，
还得有几个小友，环境可以塑造
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多和年轻人
交朋友，心态自然年轻。

苏大妈的“小友群”
李秀芹

每逢中秋节，广东
东莞企石镇的外婆们
便成了中秋节上的主
角，成为最忙碌的人。
因为，在这天，她们变
成了“圣诞老人”，要去
女儿家给外孙（女）们
派送中秋礼物。

隔辈亲，外婆最疼
爱外孙（女）的，而在孩
子们的记忆里，外婆也
是“温暖”的代名词。
为了给孩子们准备节
日礼物，外婆们节前就
开始忙碌准备了。由

于外孙（女）多，外婆不得不挑着担子
来送礼物，出门之前，孙（女）缠着她，
也要礼物。但外婆却不给，哪怕是个
小糖。可能有人会说，这外婆也太偏
心了，同样是孙子，自家的孙（女）咋如
此对待。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无疑是
错怪外婆们了。

原来，按照当地“外婆送中秋”的
风俗，这些礼物只能送给外孙（女），因
为，这些孩子管老人才叫“外婆”，而自
家的孙子（女）则称“奶奶”。当然了，
自然也不能亏待自家孙子（女），他们
也会有礼物相送，但不是这批礼物。

外婆挑着礼物担子出发了，沉甸
甸的礼物代表着外婆厚实的心。

“外婆送礼物来了！”见外婆挑着礼物
走来，站在门口期盼多时的外孙（女）
们便叫着簇拥过来，吵着要礼物。外
婆笑着放下担子，大人们赶忙帮着将
担子挑进屋。顾不上喝水，外婆便急
着打开担子里的礼物，“瞧瞧！外婆给
你们送什么了？”柿子、苹果、菱角、月
饼、香芋，外婆的担子里就像个“百宝
箱”似的，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当然，除了这些吃的东西外，最令男孩
子们期盼与惊喜的就是“柚子灯”。或
许，这灯是外公做的，但功劳都记在外
婆身上了。

镇里人过中秋有放灯习俗，大人
们放“孔明灯”，男孩则放“柚子灯”。
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诸
如“一生平安”字样的简单吉祥图案，
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中秋夜，男
孩子们提着柚子灯，女孩子跟屁虫似
的跟在后面，一起提灯穿街过巷，笑声
里，那童年的快乐永远留在记忆里。
多年之后，当我们老了也成了外婆，给
自己孙子（女）制作柚子灯时，一定也
会想起老外婆，想起那慈祥的笑脸。

“外婆送中秋，外孙担灯笼。”浓浓
祖孙情都被这火红的灯笼所点燃。在
中秋夜，流淌的是温暖、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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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彭
颖异）“能够佩戴这枚具有特殊
象征意义的纪念章，我感到非常
荣幸！”9月25日，从市第二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唐益民手中接过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时，该医院退休老干部
刘礼仁激动地说。

刘老已步入耄耋之年。年
轻时曾任吉林省军区通化军分

区参谋，为党的事业奉献了青春
年华,1980年转业到第二人民医
院任副院长，分管行政后勤，为
医院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1992 年退休后，他一直关
心着医院发展。今年9月，医院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为契机，邀请刘老为年轻
党员讲述革命经历,进一步激发
年轻党员爱党爱国之情。

市二医院为老干部发放特殊纪念章

9月25日，在全程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过程中，市档案馆老干
支部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这些老党员都是有着30年以上党龄的老一辈
档案工作者，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6岁。 袁光宇 胡正加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