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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许光达将军送信
□刘长青 刘长生 刘晓华

梦回开鲁古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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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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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5岁的父亲刘义，1946年 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当时，父亲所在的晋绥军区独立第 2旅旅长就是许光
达将军。1948年4月，许光达任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
时，父亲是总队部供给部骑兵通信班的通信员。1949年 7
月，许光达任第 1野战军第 2兵团司令员兼第 3军军长时，
父亲在军部供给部骑兵通信班担任班长。1950年12月，父
亲调至东北的抗美援朝部队，离开了跟随近 5年的许光达
将军和老部队。

听父亲说，许光达将军是父亲接触最多的部队高级将
领。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留学苏联，在红军、八路军
和解放军部队中担任过许多高级领导职务，是我党我军的
老一代革命家、军事家，开国大将。他在部队既是首长又是
家长，爱兵如子，待人亲切，对部下特别关心，体贴入微。经
常给士兵讲解革命道理，勉励同志们成长进步。

一次，许将军发现父亲送信的背袋破了一个洞，便让妻
子邹靖华给缝补好。当时，邹大姐已是纵队总部机关的党
委书记。她也和许将军一样，对战士们特别好，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同志们都称赞许将军夫妇是好大哥、好大姐。

父亲回忆说，1948年9月，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秋
季攻坚作战的统一部署，决定集中5个纵队6万兵力发起消
灭陕西国民党军队的“荔北战役”。下旬的一天傍晚，许光
达司令员交给父亲一封急信，要求在明早天亮之前送到60
多公里外的大荔县（陕西省）朝邑镇。许司令员强调说，这
段路程有的还是敌战区，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防止突

发情况，不要暴露行踪。接受任务后，父亲立即骑马出发。
在崎岖的山路上，父亲搜索前进，巧妙绕开敌情复杂的地方
和敌占区。突然，前方不远处的山角下出现一束灯光，又传
来马达声。父亲立即警觉到，这是国民党军的汽车，有敌
情，要立即隐蔽。父亲迅速将马引向路边山沟躲避，观察动
静并做好战斗和骑马快速转移的准备。一会儿，果然是敌
人的一辆运兵汽车在不远处急驶而过。父亲机智、果断、迅
速的处置，避免了暴露，使这次遭遇化险为夷。天亮之前，
父亲到达了目的地，提前完成了送信任务，受到了部队首长
的表扬。

1949年1月，我西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战役胜利后，各纵
队都在陕西的宜君、白水、澄城、合阳地区集结整训并开展
地方群众工作，为春季攻势做准备。1 月 24 日（腊月二十
六）早晨，第 3纵队许光达司令员交给父亲一封重要信件，
要求在大年正月初一之前，送到 500多公里外的山西省五
寨县的解放军某部留守处。许司令员嘱咐说，这是一次长
途送信，任务艰巨重要，困难一定很多。送信路程虽然都在
解放区，但也要注意安全。要过年啦，尽量不给乡亲们添麻
烦，遵守群众纪律。

父亲接受任务后，立即带上枪弹和干粮，骑上心爱的枣
红马踏上征程。西北的冬天天寒地冻，非常寒冷。送信的
道路多为山地，黄土高坡，沟壑纵横，绕道较多，人马特别难
走。经过白天10多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父亲来到了黄河
边的陕晋边界，天渐渐黑了，人马都特别疲劳，应该休息

了。父亲没有打扰当地的村公所和群众，在村外找到了一
个废弃的旧窑洞作为“驿站”。冬天的旧窑洞虽然很冷但可
以避风，这在当时也算是最好的“旅店”。父亲系好马，喂上
草，在旧窑洞里抱着枪合衣而睡。可是刚刚睡着就有几个
老鼠窜到身上，父亲只好把老鼠消灭、打跑，放好信件，继续
睡觉。可是，不一会老鼠又来了。就这样，这一夜父亲几次
和老鼠“交战”直到天亮。之后，又经过三天多的艰难跋涉，
于 1月 28日的除夕傍晚，父亲到达了五寨县的我军某部留
守处。但是，留守处的春科长和王会计告诉父亲说，收信人
已经转移到30多公里外的山西神池县虎鼻村附近，父亲当
即在除夕之夜又将信件转送新的地址。等到父亲到达留守
处时，已经是农历大年深夜了。就这样，父亲在陕甘宁边区
和吕梁及晋中北解放区军民高兴的欢度新春之际，执行了
一次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马背上渡过了一个非常
有意义而又难忘的春节。

父亲多次为许光达将军等部队首
长送信，其中，“急、难、险、重”方面的故
事很多，每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保证
了首长的上传下达。父亲说，战争时期
送信必须急战事之所急，要吃苦耐劳，
机智灵活，不怕牺牲，具有不畏艰险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战争年代，能亲自为许光达将军等送信
是我的福份，是十分光荣的事情。

栩栩如生的《小猫钓鱼》，俏皮多趣的《猫和老鼠》，威
武雄壮的《正义之师》……一幅幅剪纸作品在一位 90岁老
人的剪下，如鲜花般次第绽放，拼出了老人缤纷绚丽的幸
福晚年。

这位老寿星就是我的二叔。二叔从工作岗位上退下
来后，闲不住的他很快就加入了老年秧歌队，每天都在公
园内活动，扭得不亦乐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二叔在
市里参观了“东北民间剪纸艺术巡回展”，精美绝伦的剪纸
艺术一下子迷住了他，从此，他萌生了学习剪纸的念头。

为了掌握剪纸技艺，二叔自费到剪纸艺术的发源地之
一——陕北去拜师学艺。在当地民间剪纸艺人的启发、传
授下，二叔逐渐掌握了剪纸艺术的一些相关技巧。回到家
后，他又买来很多相关书籍，苦苦钻研，终于使自己成了当
地有名的“剪纸通”。

二叔的剪纸作品主要分三大类：一是民间故事类，如
《八仙过海》《刘海砍樵》《沉香救母》《鱼盆》等；二是名著典

籍类，如《三调芭蕉扇》《宝玉会晴雯》《倒拔垂杨柳》《血溅
鸳鸯楼》等；三是现代生活类，如《正能量》《红花送给英雄》

《老师，节日好》《不忘初心》等。
二叔每天沉醉于剪纸艺术中，选材、构图、动剪、修剪

……忙得井井有条，累并快乐着，生活过得既充实又有滋
味。每每完成一件剪纸作品，二叔都要端详许久，脸上漾
着笑，心里乐开了花，连续几天都会沉浸在快乐和欣慰当
中。

随着“名气”的远播，一些老年人纷纷来到二叔家中，
请求拜师。二叔对登门求艺者，一概热情接纳，于是，十余
位老年人天天围坐在一起，手舞剪刀，运筹帷幄，说说笑
笑，谈古论今，其乐融融！

当地新闻媒体获悉后，纷纷登门采访，电视台还干脆
开办了一个“教你学剪纸”的10分钟节目，每周邀请二叔作
为“客座教授”，给观众讲解剪纸艺术。县老干部大学也经
常聘请二叔给学员上课，山东、吉林、内蒙古、江苏等地相

关部门也纷纷给二叔发来邀请函，请他带着剪纸作品参加
当地举办的各种剪纸艺术展……

二叔每天沉醉于剪纸艺术中不能自拔，神清气爽，心
情愉悦，90 岁的人了，乍一看上去，竟像刚刚进入花甲之
年。二叔说：“从事剪纸使我找到了养生之道，每一幅剪纸
作品都使我陶醉在长久的激动、满足、惬意之中，每每完成
一幅剪纸作品，我都会乐上好几天，心里像装了一个太阳
似的晴朗好些日子！”是的，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术，在二
叔的手中像一株常春藤一样古老而长青。

天道酬勤，二叔的套色团花剪纸《汶川雄起》获得东北
民间剪纸艺术博览会一等奖；团花剪纸《喜迎二十大》荣获
中国剪纸艺术精品博览会二等奖；彩色剪纸作品《赓续红
色血脉》获全国剪纸艺术大赛

“银剪刀”奖……他的事迹先后
被收入《民间艺术大典》等 8 部
典籍之中。

母亲曾是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守了三尺讲台数十
载，退休后依然闲不下来。平日里除了和老友们一起
游山玩水，为了不落后于时代，还学起了新媒体。

母亲时常跟着我一起学上网，聊微信，发视频。还
把自己拍摄的旅游视频分享到网络上，调个美颜滤镜，
配上欢快音乐，再附上心得感悟……渐渐地，她在这种
寓学于乐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后来，母亲看到直播
间里的很多主播都在展示自己的才艺，她也心动了，开
始研究起直播这门技术来。

一日，母亲对我说：“昨天邻家的张婶想让我帮她
照看孩子，顺便教她汉语拼音，我年纪大了，哪能隔三
岔五地去打扰人家？就婉约拒绝了。”我随即说道：“就
是嘛！您还是好好安享晚年吧！别折腾了！”可母亲接
着说：“那哪行？我还想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呢！”

我感觉她可能是想找点爱好，便帮她买来了家用
黑板和粉笔等教学用具，说平时闲暇的时候，我可以在
家当她的学生，让她寓乐于教。

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到家，竟发现母亲正衣冠整
齐，声情并茂地在讲课，而台下却没有观众。她将几个
拼音字母工整地写在了黑板上，还拿着教鞭逐一指过
去。字正腔圆地念道：“椅子一靠，舌头就翘，shi……大
家学会了没？”

等母亲忙完，我走上前一看，才知她刚才是在抖音
直播平台里上课。我不禁问她：“直播授课的感觉如
何？”母亲激动地说：“我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课堂里，
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观众，但他们都能与我积极
互动，让我很欣慰！”看到母亲如此快乐和充实，我便鼓
励她将这项爱好坚持下去。

几个月后，母亲直播间里的观众已经过百。有的
观众直夸母亲讲课生动有趣，通俗易懂。有些孩子家
长还夸母亲写得一手好字，希望她能多教识字和写
字。我劝母亲别太辛苦，而母亲却渐渐将这项爱好做
成了事业。

平日里，母亲除了教幼儿园及小学的孩子语文基
础，还教一些不识字的成年人认字，给一些口音浓重，
发音不准的成年人纠正发音，让他们能与人交流畅
通。有时，母亲在直播授课时还会和学生连麦，带他们
逐字拼、写、读。其内容不仅限于单个的字、词、句，还
有短篇故事。后来，她的课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好评。

现在，母亲的抖音直播间里已有数千粉丝，很多粉
丝还在自己的社交圈里分享学习后的改变。在这样的
激励下，母亲每天都精神焕发，活力四射。直播这项爱
好助母亲走向了更宽阔的人生，同时也造福了社会，让
她真正实现了老有所为，余热生辉！

我用“笑疗”健晚年
□刘会琴

“直播”开启新晚年
□汪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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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当代小青年

送走一个花甲子
终于迎来我百年
青山绿水我青睐
华华世界无白眼
再过一个花甲子
欢聚一堂像今天
七老八十敢叫板

我是当代小青年

中华美德新风尚

时代不废旧理念
传承美德更普遍
老年补贴国家管
额外花销儿女摊
爹妈跟前孝为重
隔三差五送温暖
大年三十一块过
不让父母守孤单
爹妈跟前偎一晚
勾起美好忆童年
五更饺子袪风寒
吃罢饺子好拜年
实行团拜人情暖
文艺晚会自编演
好书买给儿孙看
孩子不要押岁钱
窗外大雪无声下
屋里守岁笑语欢
鞭炮声中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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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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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13 日傍晚，父亲静静地走了，走完了他
70 岁年华，没有留下任何话语，但是我能感悟到他要对
我说的话。我无数遍地抚着他的脸，声嘶力竭地呼唤。
然而，夜幕的黑暗与绝望吞噬了父亲。

泪水、愕然、迷茫、嚎啕，早已换不回他的生命。
父亲走了。我忘不了，他留给我最后的微笑。
父亲走了，抛下了疾病与痛苦，去天国寻找他的爱

子。脸上的安详，足以证明他的幸福。
呵护儿女，是父亲的幸福。
月老的红绳，注定了父亲和母亲爱河同渡。责任、

担当、义务、奉献，交相辉映，靠父亲坚实的臂膀，靠母亲
灵巧的双手。搀扶着儿女走过无知的幼小，任岁月的车
轮往复，碾过辛酸与汗水，抚育着儿女，激励着我们迈开
蹒跚的脚步。

细碎的平凡小事被岁月沉淀成美好的记忆。
小时候，冬天的早晨，美丽的冰凌花带着冬天的问

候携着冷风光临寒舍，我们姐弟蜷缩在被窝里。父亲每
天都早早起来，让一炉火早早地温暖着我们。

我们的童年在春天的田野中，有美丽的蒲公英、苣
荬菜，父亲带着我们，挎着筐子把它们剜回家，就着生活
清贫的滋味，咀嚼野菜充饥的快意。

生活要靠夫妻共同劳动、创建。生活中的相濡以
沫，使得父母紧密配合。母亲出门做工，父亲会用笨拙
的大手帮我和姐姐梳头。至今我还记得，由于编得太
紧，姐姐的小辫儿在头上总是倔强地飞翔。

父亲的双手，在我们漫长的人生路上披荆斩棘，父
亲伸直宽阔的背为儿女遮挡风雨。我们在父亲的庇护
下逐渐成长，从懵懂的少年，到不惑的中年，父亲为我们

张开理想的航帆。
父亲的双肩，是担起生活重担的山脉，带领我们在

逆境中搏击奋斗。
父亲的双目，洞察事物，为我们辨别伪善忠奸，不断

纠正我们人生的航线。
父亲的声音，与我们的人生一路相随，他的孜孜教

诲，激荡我们青春的热血。
父亲的足印，是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基石，人生中

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奖状、掌声、关注、喝彩，都蕴含着他
跨越时空的坚定。

父亲有一生不愈的顽疾，但是从没有搁浅父亲手中
的笔。病魔没有把他肢体的痛苦幻化成暴力，我庆幸，

“打骂”在其他孩子身上时常发生的事情，身患严重精神
分裂症的父亲却对我们异常清醒，从未让我们尝到丁点
儿的暴力。

在生活铺就的纸上，父亲一行行书写着苦痛和坚韧
交织的奇迹。

那隽永、清秀的学习笔记，是父亲寒窗苦读、勤工俭
学的记载。上面绘图精妙，那是一位电力技术工作人员
用心打造的范本。

父亲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时时早、事事早”是他
一贯的特点。腕上的手表是他一生的钟爱，就在离开我
的前几分钟，他的时间观念还那么清晰，让我时刻追忆，
不能懈怠。

在敝帚自珍的简朴中，父亲生活仔细，教诲着我们
要富贵不奢。

记忆中的老屋，怀恋着往昔的沧桑，“梦幽还乡——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们走过的行行脚印，写着思

念，记载着父爱的情意绵长。
父亲在电力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了 40 年。像一

条小鱼，在电力系统的大河中畅游，病魔也打不退他热
爱工作的激情。

小时候，我们就不厌其烦地听父亲讲述，怎样报修
装表、排障接电。在岁月的记忆中，常常编织美丽的梦
想，一定要沿着父亲坚实的足迹，像蝴蝶追逐花丛般地
热爱电力事业。

他最听不得旁人对电力行业的诽谤，热衷于对电力
的赞扬。“电力这行干了一辈子也没干够！”父亲的话语
是一首恋曲，教我们传唱、热恋的电力，电力人要把“电
力情”世代传扬！

我们姐弟三人先后在电力工作岗位上落脚，用青春
的热情，继续谱写着“电力恋曲”。在父业的基础上，再
度抒写瑰丽的篇章。

病魔的困扰，爱子的早逝，让父亲苦恼一生。但是，
儿女们取得的点滴荣耀，都是父亲骄傲的资本，哪怕是
幼儿园里的一朵小红花，也会让父亲脸上绽放着微笑。

我将在一年四季里思念父亲，亦如父亲每时每刻挂
牵着我们。

父 亲 在 生 时 的 每 一 秒 都 备 受 折 磨 ，终 于 远 离 尘
世，得到了释然、解脱。“没有比生命更长的幸福！没
有 比 充 实 更 美 的 快 乐 ！”
我们感恩父亲，用微笑回
报生活，用心灵捕捉每一
个 收 获 。 我 们 让 平 凡 的
幸福陪伴春秋，感悟幸福
的真谛。

父亲是我一年四季的思念
□王艳婷

都说“笑一笑，十年少”，年轻时我还不信，到
了晚年，我不但相信了这一说法，而且还身体力行
了一种崭新的养生之法：“笑疗”。

家人一旦得空，从老伴、儿子、儿媳，到上小学
的孙子，都会给我讲上几则笑话听。活了 80多年
我才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竟然发生过那么多可
乐的事啊！每次听完笑话 ，我都乐得前仰后合，
心里的愁闷瞬间便“笑”没了，全身都变得轻松起
来，好像一下子返老还童了！做起家务来，不仅手
脚麻利，还不觉得累；走起路来，大有“胜似闲庭院
信步”的风采！

光听笑话不“解渴”，我还自己找机会读笑
话。我订了《喜剧世界》《笑话与幽默》等十多种
报刊，上面都登载着各种各样的笑话。每天，我
都要看上一个小时。那些笑话真可乐啊，看完这
些笑话后，我再去买菜、倒垃圾、聊天、散步、去公
园健身，就觉得心里敞亮多了！干啥都轻松，干
啥都有劲，觉得眼前天高地阔，胸间清风荡漾！
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真是头一次真实地感受
到呢！为了增加“笑疗”的频率，我还精选一些

“顶级”的笑话打印出来，贴在卧室、厨房和卫生
间里，使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心地笑上一阵子。
日子也就在这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变得一天天绚
丽多彩起来。

去公园散步、跟邻居闲聊时，我也会把一些笑
话讲给他们听。每次都把大伙逗得笑成一团。我
们“捧腹大笑”“仰天长笑”的样子，常常把路人看
得莫明其妙、慌忙逃避！

西方谚语说：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这充分说明了笑疗的作用。据相关资料介绍，人
大笑时，骨骼肌反复收缩，有助于消除疲劳缓解紧
张情绪而感到轻松。安定，同时还可以加快血液
循环，增强呼吸功能。

为了能让“笑疗”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一大养生
法宝，我特地珍藏了数十本开颜解颐的好书，诸如

《笑笑录》《笑林广记》《笑府》《古今笑话 1000 例》
《名人的幽默》等。家务之余翻几页书，家里总能
传出我开心的笑声。

十几年的“笑疗”经历使我受益匪浅。我以前
好发无名火、时常抑郁，这些症状现在都“不治而
愈”，人变得开朗、豁达了，出来进去脸上都挂着甜
甜的微笑，吃也甘甜，睡也香甜；待人接物都有了
很大变化，尤其是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胸闷气
短、盗汗失眠等症状都不见了，一年当中，居然连
片药都没吃过！我真是从眼里感谢“笑疗”。今年
我已经 87 岁了，但感觉身子骨还相当硬朗，家务
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除记忆力稍稍减退之外，
其它方面与十几年前没有明显的衰老变化。

亲爱的老年朋友，
闲暇时，您也不妨试试

“笑疗”吧，它肯定会使
您的晚年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