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副池杯流

今天我十分开心，因为爸爸

妈妈带我去赶“九月会”。

我们骑着电动车一路有说有

笑地赶到了会场。只见会场里人

山人海，热闹极了！街道的两旁和

中间都是商户，有卖各色小吃的，

有卖玩具的，还有卖古玩的……

时不时飘来一阵臭豆腐、烤串的

香味，那迷人的气味诱惑着我，让

我馋涎欲滴。叫卖声、喇叭声、音

乐声震耳欲聋，连我们说话时的

声音都要提高八度！赶会的人可

真多呀，摩肩接踵，把两边的街道

塞得满满的。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看见

许多人围成一个圈，还时不时从

里面发出笑声，回荡在会场的上

空。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

问号，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趣

的事呢？想到这里我赶紧拉着爸

爸，跑过去，钻进人群。原来是耍

猴的。场地中间有一个耍猴的艺

人，旁边是三只猴子，两只大的，

一只小的，我想：它们应该是猴子

一家吧！

猴子可真机灵呀！它们会按

照艺人的各种口令来表演，骑自

行车，齐步走，跑步、跳跃、翻跟头

了……让我更为惊讶的是，它们

还会握手，还能分出左手和右手

呢！

最淘气的要数猴爸爸了，艺

人让它握手，它居然把脚伸得高

高的。逗得全场的观众哈哈大笑。

艺人气极了，打它又骂它，它还不

服气，飞起一脚，踢在艺人的腿

上，差点把艺人给踢翻。它觉得还

不够爽，搬起装满水的瓶子打在

艺人的肩上，搬起砖头，砸在艺人

的腿上，艺人恼羞成怒，扬起鞭子

就要抽它。旁边的猴妈妈看见自

己的丈夫要挨打了，纵身一跃，抢

走了鞭子，狠狠地摔在地上。艺人

弯腰去捡鞭子，猴妈妈飞快地跑

过去，捡起鞭子扔得远远的。艺人

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艺人和猴子

配合默契，场上笑声、掌声、叫好

声不断，我的小手都拍红了。

看完了猴子表演，妈妈给我

买来美味的臭豆腐和酱汁豆腐，

还给我买了漂亮的衣服，穿着新

衣服，吃着喷香的臭豆腐和酱豆

腐，我的心舒畅极了。

天色不早了，我们只好恋恋

不舍地离开了会场。路上，爸爸告

诉我，九月会的正式名称是物资

交流大会，因为是在农历九月份

举办的， 所以俗称九月会。它已

经在汝州举

办了几十年

了。为我们汝

州经济的发

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

序诗
二十四孝德，流传千百年。

天道永不移，百善孝为先。

孝悌心中立，万事何为难？

我仰古孝者，泪落湿巾衫。

不揣才思愚，慷慨著诗篇。

未顾文字详，但求事理显。

五言叙大节，立志在述赞。

与君同励勉，慕义追先贤。

一、孝感动天
虞舜耕厉山，象鸟代耘田。

母弟加害苦，孝慈终无怨。

二、亲尝汤药
刘恒侍病母，亲尝汤药苦。

煌煌汉文帝，大德耀千古。

三、啮指痛心
慈母微啮指，曾参心痛返。

天鉴圣贤意，至孝自通玄。

四、百里负米

野蔬自充饥，百里归负米。

子路家中贫，奉亲诚竭力。

五、芦衣顺母
春秋闵子骞，芦花充衣棉。

宁耐孤身苦，不使兄弟寒。

六、鹿乳奉亲
郯子（1）取鹿乳，为疗父母疾。

奉亲心谦谦，何惜着鹿皮。

七、戏彩娱亲

楚国老莱子，七十穿彩衣。

但为慈颜开，堪作小儿戏。

八、卖身葬父
父亡贫难葬，董永自卖身。

一曲天仙配，孝感天下人。

九、刻木事亲

东汉有丁兰，刻木若双亲。

出返俱面告，永思养育恩。

十、行佣供母
佣力供慈母，贼盗亦动容。

千秋丹青册，江革留美名。

十一、怀橘遗亲
陆绩过袁府，柑橘怀里藏。

不是贪食客，惟愿母先尝。

十二、埋儿奉母
虎毒不食子，郭巨竟埋儿

黯黯掘地处，昭昭得天赐。

十三、扇枕温衾
九龄小黄香，酷暑扇枕凉。

寒冬暖父被，贤孝少年郎。

十四、拾葚异器

黑葚奉萱堂，红果异器藏。

蔡顺事母孝，赤眉馈米粮。

十五、涌泉跃鲤
庞氏侍公婆，汲水长江边。

庭院天开眼，鲤鱼跃涌泉。

十六、闻雷泣墓
王裒（2）闻雷声，墓前跪母安。

咏诗诵《蓼莪》（3），掩面泪不干。

十七、乳姑不怠
甘乳哺阿姑，青史鲜有闻。

博陵唐夫人，至孝世绝伦。

十八、卧冰求鲤
隆冬母羡鲤，王祥甘卧冰。

大孝感天地，万世传美名。

十九、恣蚊饱血
晋代有吴猛，赤膊任蚊叮。

不肯挥之去，为换父梦宁。

二十、扼虎救父
顺阳杨香女，孝勇过儿郎。

弱躯搏恶虎，历险父无恙。

二十一、哭竹生笋
母病须笋汤，严冬林茫茫。

孟宗恸扶竹，地裂出嫩枝。

二十二、尝粪忧心
父病心已惊，尝便更从容。

黔娄愿代父，跪拜北斗星。

二十三、弃官寻母
宋代朱寿昌，寻母走四方。

弃官何所惧，亲情永不离。

二十四、涤亲溺器

北宋黄庭坚，侍亲忘居官。

为母洗溺器，名高天下传。

【注释】

（1）郯（t佗n）子：春秋时期郯国
人。

（2）王裒（p佼u）：魏晋时期人。
（3）《蓼（l俅）莪（佴）》：《诗·小雅》
篇名。此诗表达了子女追慕双

亲抚养之德的情思。后因以“蓼

莪”指对亡亲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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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的一个下午，秋高云淡，风和日

丽，我带着儿子去乡下看望父母，在市标刚

好公交车到站，坐着舒适而干净的公交车，

沿着广成东路（景观大道）一路欢歌，不到

20分钟就到了老家路口。

回到老家和母亲拉些家常，不知咋的

兴致大发，要母亲带我和儿子去老宅看看。

老宅常年不住人，闲置多年，父母搬至路边

妹子家住（妹子常年不在家），母亲说看啥

呢？不还是老样子，太脏了。我说让孩子去

一是看看长点见识，二是借助马上“十月

一”（农历），也算对逝去亲人的一点哀思

吧！这么一说母亲欣然应允，拿着钥匙和我

一道往村西头走去。

我家老宅是在村沟西桥东约百米左右

路北。红油漆大门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

辉，那块重约上千斤的大石头耸立大门的

左侧，使这座老宅更显得庄严而不失灵

气。

看见这块大石头，勾起我的记忆。据说

这块大石头有上百年历史了，当时我家门

口有口老井，井旁就有这块大石头，当时常

有孩子玩耍、大人乘凉…最佳阵地，当时那

口老井水深十余米，也是村里唯一吃水井，

井水甘甜爽口，听上了年纪老人说咱这井

水比矿泉水还好上几十倍呢！可惜88年大

旱，井水干枯，塌方严重，危及自家房子，要

建新房，父亲含泪忍痛把枯井填上，把石头

移至现在位置了。

推开大门，我眼前豁然开朗，那苍翠欲

滴的竹子在微风吹拂下，好像在向主人招

手致敬呢！我家老宅是个典型中式四合院

结构：分前后二个院子组成，穿过前院，来

到后院，左侧偏房三间，当时是厨房一间，

堆积杂物两间。东侧是一片空地，（以前也

有三间偏房年久失修报废拆除了）在母亲

料理下种些时令瓜果蔬菜，院中央有棵树

龄约30多年十米多高的香椿树。院内两排

青砖铺设成一条通道，直达老屋。

迎面就是我家老屋了，老屋始建于上

世纪七十年代，距今有四五十年光景，是爷

爷、奶奶当年生活的地方。双扇老榆木门见

证岁月的沧桑，虽然痕迹斑斑，但不失原来

的风貌，那锃亮的过门石，更显得原主人当

年大气、好客的风采！门前一副对联更是引

起我的兴趣，虽然字迹陈旧、但也能清哳可

见。上联是：“老翁点头辞旧岁”、下联是“童

子拍手迎新春”横批：“爆竹声声辞旧岁”。

这妙趣横生的对联，勾起我对亲人的追忆，

不禁潸然泪下。

走进老屋，面貌依旧、屋舍摆放井然有

序，这也可能是母亲日常打理的缘故吧！只

是早年漏雨、经翻新改造，也不失原有的风

格。爷爷时常说瓦房“冬暖夏凉赛过皇帝的

金銮殿”，风趣的话惹得众人哄堂大笑。老

屋中间有张油光锃亮八仙桌、桌子后面有

个长约5米的大茶几。桌子左右两边有两把

老式的罗圈椅子。墙上挂了幅“福如东海长

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条幅。这是早年

奶奶九十岁生日，我单位同事馈赠的礼品，

使老屋显得古朴大方又不失书香之气。

最引我注目的是相框内有张泛黄的老

照片。那是早在40年前的爷爷过生日的一

张全家福。爷爷、奶奶坐至中间，爷爷怀里

坐着妹妹，奶奶怀里坐着弟弟，姑姑、父亲

母亲、叔叔站在后面，两侧还各有棵枝叶繁

茂、硕果飘香的金桔树。你看叔叔身着军

装、英姿潇洒、姑姑素装淡抹端正大气。这

还要感谢叔叔的拍摄的技术。叔叔按动定

时快门，一张黑白全家福照片，就永远定格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不觉时间过得飞快，母亲说该走了，要

不没公交车了，这时我才慌过神，一看时间

可不，快6点了，我赶忙收拾东西，面向老屋

鞠了三次躬，带着儿子依依不舍地走出了

老屋。

老宅、老屋、老照片，在我脑海里始终

如一、永不褪色，是我对过去的一种追忆、

它也是我们对已故亲人的一种最好的精神

寄托吧。

老宅、老屋、老照片
●马俊杰

父亲1937年9月9日出生，今年已经82

岁高龄了。可以说饥馑、病苦、战乱、背井离

乡等各种苦难他都尝了个遍。长期的艰苦

岁月并没有压垮他，反而使他更加坚强、更

为淳朴。

由于家庭贫苦，父亲9岁起就担起了

养家的重任。每天早上，钟楼市场老集上

就多了一个瘦弱的少年，一根扁担，挑着

两罐冒着热气的米汤，“卖米汤了，热米汤

……”稚嫩的声音回荡在老集市场上。米

汤是奶奶早起熬好的，装在两个黑砂罐

里。连米汤带砂罐大概有三四十斤重，两

罐米汤总重合七八十斤。那沉甸甸的担子

压在柔弱的肩上，父亲摇摇晃晃地行走在

赶集的路上，那种滋味，只有父亲才能真

切地感受到。

对于贫苦人家，米汤绝对是奢侈品。卖

着米汤，忍受着食物香味的诱惑，父亲即使

饿得前胸贴后背，也从来不舍得喝上一口。

奶奶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卖米汤回来，父亲

为她买了半块锅盔。这可比现在的山珍海

味更为珍贵。奶奶把锅盔掰开，塞给父亲一

半，但父亲却说他吃过了，又把锅盔递给了

奶奶，后来奶奶才知道，他是从早上一直饿

到中午，粒米没沾啊。

父亲是个泥瓦匠，舍得下苦力，一家八

口全靠他养活。但造化弄人，他长期胃疼，

被医生诊断为绝症。那时我们姊妹五个还

小，全都依靠他一个人养活。噩号传来，犹

如晴天霹雳，整个家顿时蒙上了一层厚厚

的阴云。为撑起家里这片天空，他白天忍着

病痛出去干一天活，晚上到家，常常以泪洗

面。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他走后

这个家怎么办。他还担心我们六七口人挤

在一间瓦房里边，以后怎么过活。想到绝望

处往往悲从心起，号啕大哭。为了解决住房

问题，他从洗耳河里挖泥挑到家门口，用土

坯模型拖出一块块泥坯，以一己之力砌好

了三间瓦房的土坯墙。在屋顶铺瓦的时候，

由于饥饿和胃疼，他好几次头晕目眩，眼冒

金星，差一点从房顶上跌落下来。他担心自

己的身体再也拖不下去了，忍着饥饿和病

痛，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哭着对妈妈说：“我

走了，你们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可怎

么活呀？”就这样拖着病躯，完成了三间瓦

房的砌墙、铺瓦、粉刷工作。才使我们有了

较为宽敞的居住环境。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在一次到县医院

（当时县医院还在南关）治疗的时候，幸运

地遇到了一位叫海印的医生，经过他诊

断，父亲才知道自己得的不是绝症，只是

普通的胃炎。经过海印医生精心的调治

后，父亲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父亲就多

了一个哥哥，我就多了一个伯伯。海印伯

成了我们家的贵人，每到重大节日的时

候，父亲都要带着我去看望海印伯，海印

伯也成了我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海印伯

已去世多年，但对这段经历，父亲依然历

历在目，言谈中依然饱含着对海印伯的感

恩。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经济一度特别

困难，父亲有空就到洗耳河里挑来黏土，拖

好土坯后，整整齐齐地摆在大门外边。有一

天，母亲对父亲说：“今天晚上看来得饿肚

子了，一点粮食也没有了……”父亲却说：

“别担心，晚上就有人给咱送钱来了。”母亲

满脸不屑，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可能呢？谁

会给咱送钱呢？”

傍晚时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家

门口，指着门口的土坯问：“这土坯卖吗？”

爸爸赶紧答：“卖，但是您得先给我结点钱，

要不然我们一家人今天都要饿肚子了。”干

部模样的人干脆极了，取出钱全部结清了

土坯钱，母亲用这些钱买来粮食，一家人才

吃上了晚饭。

从我懂事起，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勤

劳节俭，除了一日三餐外，从来没有吃过零

嘴。他对别人特别大方，而对自己却极为小

气。以至于大伯在背后嘲笑父亲，饿了只会

吃馒头，锅盔夹肉吃着多香啊！父亲听说

了，也只是笑笑而已。

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虽然父亲收

入不高，但依靠自己一人之力，先后为我们

兄弟三人建了房，成了家，到现在也没张嘴

向我们要过一分钱。

我们姊妹五个都成家后，他总是想尽

办法贴补各家生活，总是买来新鲜的蔬菜

送往各家。一直坚持到腿脚不灵便的时候。

现在虽然每天总是坐在椅子上，不能活动，

但他依然关心着我们的生活。谁家房屋改

造了，谁家买房了，他都要过问。总是毫不

吝啬地想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攒来的养老钱

分给大家，但没一个人舍得要他老人家一

分钱。

劳累了一辈子，父亲应该过上安逸的

晚年生活了！

父亲
●吴占国

二十四孝诗
●龚延民

赶“九月会”
●上河小学四一班 吴依彤

11月8日，是属于我的

第一个记者节，因为去年的

这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实习

记者。而现在，已经从事记

者岗位一年左右的我，最大

的感触可能就是“新鲜”，因

为不管采访什么，都是第一

次。犹记得当我刚坐在自己

的岗位上，翻阅一张张的报

纸，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旅

行，记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时光都在我指尖缓缓滑过。

从那时起，我隐约感觉到:记

者，真的是历史的记录者，

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生命

中的感动。

今年，我脱掉了实习生

的“帽子”成为市信息中心的一员，不，现

在应该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队伍中的一

员。其实不管是实习记者还是记者，它都

让我在采写一篇篇新闻稿件的过程中，

一边记录着，也一边收获着。

也是在今年，我有幸参加了贫困村

采访脱贫一线的工作人员、贫困人员，虽

然只是跟着同事学习，但也是收获满满。

因为我在现场看到了一个个村的幸福蝶

变、一位位贫困户的生活变迁……还有

今年我单独采访的盲人按摩师，还没采

访时，我就感觉盲人按摩师很不容易，没

想到当我近距离采访时，我发现他们的

眼睛虽然没办法欣赏美好的事物，但他

们不抱怨、不放弃、凭借着坚定的信心和

双手同样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美好明

天。生命因奋斗而超脱了残障，生命因奋

斗而告别了贫困，生命因奋斗而发生了

奇迹。

除了上述的采访，还有红叶节、戏曲

进校园、惠民政策……让我认识到采访

中并非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更多的

是平凡人物的生活百态和喜怒哀乐。正

如许多记者前辈们所说的，这个职业最

了不起的也是最有魅力之处，正是在平

淡中持守真知，在寻常中拨开云雾。不管

我们汝州这座城市将如何发展，作为新

闻工作者应该讲好汝州故事，记录下这

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变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从业两年来，我经历了做记者之前不

曾遇到的动人故事。只有在亲历、亲见、

亲闻中发现鲜活故事，写出的故事才有共

情感，让读者体会到你的感受。在写作探

访牛角岭火车旅馆这篇文章时，我最开始

不知道如何入手，因为我最初并不是抱着

采访的目的，而仅仅是体验。同时，我擅

长的题材是新闻。这时，同事给了我一个

很好的建议，可以从牛角岭的路入手，从

之前的泥泞小路到现在的柏油路来体现

牛角岭的变迁。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却写

不出来，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牛角岭，写

这种对比让我很为难，她告诉我不要勉强

自己，如果你没有体验却勉强写下是非常

生硬的，文章会失去灵魂，读者也会发现。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只有所见，才有

所感。如何讲好故事？我认为细节是关键。

挖掘平凡人的故事，用细节打动读者。让

报道有烟火味，接地气，就像和朋友讲故

事一样，将最触动你的细节展现出来。去

年以来，我采访过很多贫困户的故事，有

单亲妈妈、独居老人、残疾儿童等。最让我

触动的是白马村贫困户王清河的故事，在

采访的时候，他想起来妻子还在屋里躺

着，就把妻子抱出来晒太阳。妻子虽然精

神不正常，但看到丈夫回家了，就一直在

笑。嘴里发出“咿咿呜呜”的声音。王清河

用力将她抱起来，拖着在地上走，迈出门

槛后，熟练地用自己的双脚抵住妻子的

双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把她安置在旁

边的椅子上。看到这些我被深深地触动

了，在我的心里，他不仅是个认真生活，

努力脱贫的贫困户，更是个有情有义有

担当的儿子和丈夫。采访结束后，我写稿

到深夜，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用文字记

录下来，写完后，通读稿子自己也流泪

了。我想这就是细节的魅力，因为它仿佛

情景再现一般让我重新回到这个场景，

再次被感动。感人的不是瞬间，而是过

程。我们要用手中的笔把自己看到的平

凡而动人的故事展现给读者，为社会点

亮一盏盏温暖的灯。

我
的
第
一
个
记
者
节

●
张
亚
萍

讲述平凡故事 传递真实感动
●梁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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