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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汝州，天空湛蓝、微风习习。6月 14日上午，记
者在南环一小区里见到了曾参加辽沈、淮海战役的战斗英

雄———孙志诚。今年 98岁高龄的孙志诚，看上去精神矍铄、
身体健朗，说起话来，地道的北京腔，声音洪亮。

今年 3月初，孙志诚从北京来到老伴李英的老家汝
州，并决定在这里安享晚年。老人说，1948年打仗的时候，
他跟随部队路过河南，这次是他时隔 74年后再次来到河
南，并将在这里安享晚年。说起河南汝州眼前的生活环

境，正在散步的孙志诚连连称赞：“河南好，汝州好，环境

好，人也好，大家对我都很照顾，没事儿公园里遛遛弯儿，

很幸福。”

即使是晚年生活，孙志诚依然保持着当年解放军的本

色和作风，饮食起居定时定量。没事时，听听冲锋号，拿着望

远镜在阳台上向远处望一望。“当兵打仗，随时都有牺牲的

危险，当侦察员就更是凶多吉少。”回忆起战斗经历，孙志诚

记忆犹新，感慨万分。

孙志诚，祖籍山东荣成，1946年 2月参军，1947年 10
月入党。1947年 5月，孙志诚接到任务，去抚顺营盘抓一
名俘虏，了解敌方情况，为战斗做准备，实际就是到敌方

的“心脏”去抓俘虏，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在侦察完地形

后，他带领一行 6人乔装打扮，翻山越岭，日夜兼程，较顺
利地抓到一个俘虏，但不到 5分钟就被敌人发现。他们立
即往山沟里撤，子弹就在身边飞过，炸得石土四处飞溅。

抓到的俘虏一看形势则气焰嚣张地说：“你们别跑，保证

优待。”孙志诚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停下脚步用枪对准俘

虏大吼道：“再胡说，我一枪先崩了

你。”俘虏低下头再不敢吭声，他们又

竭尽全力地撤退，终于甩掉身后的敌

人，可前面又遇到了敌人的封锁线。怎

么办？孙志诚先向俘虏交代政策并决

定利用夜色掩护，绕过敌人封锁线。在

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孙志诚和战友冒

着随时牺牲的危险，最后完成了战斗

任务,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被评为战
斗英雄。

到了 1948年，孙志诚又接连参加
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先后在锦州、

张家口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在一次

战斗中，子弹“嗖”的一下从孙志诚的

头皮擦过；还有一次，子弹从他的后

背打进来，又从臀部打出去，鲜血直

流……至今，孙志诚身上的弹孔依然

清晰可见。老人说：“血流得光荣，今

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是这样用不怕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取得了战争的胜

利，解放了全中国。”在战争的洗礼中，孙志诚从一名侦

察员，一步步成长为侦察组长、侦察排长、副连长、侦察

参谋。

新中国成立后，孙志诚响应国家的号召，哪里艰苦到哪

里去，积极投身北京建工集团，并到陕西省搞建设。后来又

回到北京，北京天安门、北京第一批地铁，都留下了他和同

事们忙碌建设的身影和汗水。

2009年，孙志诚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纪念章，2019年被授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纪念章，2021年中共中央为其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一枚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记录着一个个感人泪下的战

斗故事，承载着一代中华儿女挺起的民族脊梁，更激励着新

时代的青年为国奋斗。

融媒体中心记者 马向珂

在汝瓷界，李晓涓是一个标志，也是一

道风景。

在她身上，既体现着江南女子的婉约雅

致，也展示着中原女儿的端庄热情，更映现

着一代汝瓷大师的大工至诚。

土与火的构筑，汝瓷，吸取了水的亮色，

渗透着火的灵动，舒展着蓝天白云的纯净与

明快。多年来，她用一双精巧的手，怀揣着梦

想在汝瓷界耕耘；她用一双探索的眼，舒展着

渴望在只此青绿中寻觅；这一切，都在蓝天白

云下，包含在那一窑炉火的透明与纯净。

一团泥巴，在她的手中经过精雕细琢，

相继散发出天青、卵青、月白、豆绿等诸多釉

色；幻化出古朴精美的瓶、尊、炉、洗、碗、盘、

兽、人物、茶具、文具、酒具、首饰等。她把汝

瓷传承和创新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一干就

是 38年。
38年前，当第一滴汗水渗入泥土，她就

赋予了汝瓷鲜活的生命。

初心不渝，钟情汝瓷。她是著名陶瓷艺

术大师孟玉松老师的儿媳妇，师承于孟玉松

老师，但她并没有拘泥于固有的传统，而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传承有序，家学渊源，在

汝瓷界，这也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汝瓷世家的后代，时空的耳鬓厮磨，注

定了她与汝瓷的不解之缘，家乡的精神基因

和艺术基因也从未割舍。她的人生，如一尊

汝瓷，优雅中沉淀了火的热烈和俯仰波折的

过往。

虽然当今的汝瓷胎质、釉色、器型等越

发丰富多彩，但人们依然迷恋汝瓷的耀眼光

彩。那么，当代汝窑究竟是应该沉潜下浮躁

的内心，在传统的引领下稳步前行，还是以

进取的姿态、摆脱传统的束缚，开启当代汝

瓷崭新的疆域？

李晓涓是一个与自己较真的人。经过多

年摸爬滚打的沉淀，她仍在思考。特别是在疫

情常态化的今天，给了她更多的思考时间。

她认为，汝瓷美就美在它的不轻浮、不张

扬，这种最为本真的美，才是汝瓷之美的精髓

所在。汝瓷温润如玉，不温不火，其典雅和清

秀正是依赖这些特质来表现。当代汝窑的器

物品类已较从前大为丰富，当代汝瓷人对相

关历史与技艺的理论总结也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能够把汝瓷的这些特质加以提炼，再与

现代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结合起

来，当代汝瓷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从大的方

向说，可以作为国礼、呈现大国风度的设计，

从小处讲，日常的茶具、文具、墙上装饰的、手

里把玩的、女孩子的装饰品……

如她描绘这般，大工至诚，瓷道至简。愈

沉淀，愈自信；愈冷静，愈美丽。在她的娓娓

道来中，为我们描绘了一道清晰的汝瓷发展

线路图。

文化自信、技术自信、产品自信。这时她

为自己立下的行业准则，也是她钻研汝瓷的

行为准则。与泥巴打交道也许没有风景，但

从中攫取出的创意、境界、成就和乐趣，使她

本身已经成为汝瓷界一道靓丽的风景。

真正的汝瓷大师，不是一顶璀璨闪耀的

桂冠，而要有高品德、深学问、巧技艺、精作

品，世间事多热爱而生，李晓涓正是凭借这

份热爱与执着，使失传 800多年的汝瓷重新
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她的作品，“青”为其色，“玉”为其骨，

“新”为其魂。

其作品，有的雍容华贵，构图精美，手法

娴熟，釉层匀净，光亮莹润；有的以小寓大，

以文化之，使天、地、人浑然一体，道法自然，

赋予汝瓷以生命、以文化、以灵魂；有的构图

精准大气，刀法深峻细腻，线条流畅，气质华

贵，釉色温润莹澈，清雅浑厚，具有鲜明的宫

廷风格；有的清雅浑厚，珠光宝气，器型端

庄，浑厚大气……

其作品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在她新

的创造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愈发出类拔

萃，卓尔不群，唯美自然，风情俊雅。她先后

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和世界手工理事会

颁发第十三、十四、十五届“百花杯”中国工

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中国轻工联合会和中国

陶瓷工业协会颁发的第三、四届“大地奖”金

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颁发的第四十九届

“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等国家

级金奖 20余次。玉松汝瓷第二代掌门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

大师……

一个个桂冠花团锦簇般辉映着她。当别

人在惊叹她的华丽荣耀的时候，又有谁知这

美丽的蝶变背后那种寂寞而坚韧的人生历

练呢？

她说，格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世界

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梦想有多大，自己的

舞台就有多大。

为了汝瓷的未来，为了追寻心中的汝瓷

梦，她仍在埋头研究、烧制、学习和思考。她

是制瓷者，也是欣赏者。她深深懂得，学会欣

赏，自然会吸纳古今、博采众长，然后再不断

思考、不断探索，去挖掘别人看不到的东

西———那种深厚的文化内涵。制瓷者的最高

境界，对于欣赏者而言，是精品、精致和精

心，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一种文化，是

一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

天青色在等雨，而我在等你。

当泥土被注入灵魂，注入一缕忘忧的清

光，承受着时光最激烈最宁静的触摸。炉火释

放着热情，把期待凝固成优美的造型，把欣喜

烙印成精美的花纹，把希望燃烧成火焰的舞

蹈。浴火重生，汝瓷冷峻，仿佛化成黎明那一

道绚丽的霞光，烟尘散尽，走向无比辉煌。

在她与同行们的不懈追求与共同努力

下，汝瓷，正以实力“出圈”，以典雅“圈粉”，

以复兴走向“高光”。

李晓涓，涓涓青绿，汝瓷知己；上善若

水，至美为汝；苍穹之美，天青为魁。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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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英雄孙志诚落户汝州安享晚年

孙志诚老人

孙志诚老人荣获的部分纪念章

李晓涓

少来夫妻老来伴，大病床前不言悔。这是我市商

业系统退休职工李光辉的真实写照，他用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婚姻的真谛———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15年前，李光辉的妻子突发脑溢血住进了重症
病房，在生死边缘徘徊 7个昼夜后，才从昏迷状态慢
慢苏醒，在医院住了 2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了大小便
不能自理、右半身瘫痪的后遗症。

他的老伴名叫郭文敏，同我们是高中同学，李光

辉与郭文敏是我们高中时期众多结为伴侣的黄金搭

档之一。光辉瘦小个矮，文敏胖而敦实，偏胖的体质，

血压又高，是导致她发病的诱因。听光辉说，那年住院

期间，正遇“汶川 5·12”地震，他当时不知从哪里来的
劲，抱着比他还重的同龄妻子，从病房的 2楼一口气
跑到 1楼。大难临头不自飞，关键时刻显真情。

妻子出院后，家里的吃喝拉撒全靠光辉细心照

管。当时老伴刚从工厂退休，唯一的女儿刚刚参加工

作，他也要上班，每天匆忙回家做饭，第一碗饭肯定是

端给妻子，有时妻子没有胃口，他就变着花样给她重

新做她想吃的饭菜。

文敏刚得病的那些年，光辉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

觉，夜里总要起床几次查看妻子的情况。由于文敏长

时间卧床或坐轮椅，双脚和下肢都会发肿，光辉就每

天帮她按摩腿脚，增进血液循环，让肌肉延迟萎缩。每

次用轮椅推出门，文敏干净整洁，气色红润，根本不像

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邻居们都夸她有福气，遇到了

一个好老公，而此时文敏总是咧嘴笑笑，深感知足和

欣慰。

后来他们的女儿结婚添了孩子。为使忙于护士工

作的女儿工作好、休息好，他还要帮忙照看外孙，家中

一老一少都得管。但光辉从不抱怨，把生活“咀嚼”得

有滋有味，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说起此事，光辉说，

那几年把人累得晕头转向。

15年来，光辉学会了扎针，学会了熬药，学会了
制作药丸，成了一名“高级护工”，“半个医生”。每年的

夏至、冬至来临之际，需要给老伴打 2次点滴，每次都是他从医院把
输液的药开好，回来后亲自给妻子扎上。为了减少西药的副作用，他

让妻子吃些活血通络的中药调理，妻子嫌苦，难以下咽，他就将中药

打成粉状，用蜂蜜调制成药丸。为使每个药丸大小一致，他就尝试着

用 10毫升的针管，把前面的小头截掉，然后装上药，按刻度制成药
丸，效果很好。

光辉性格温顺，脾气柔和，是我们高中同班男同学中年龄较小

的一个。他德行好，学生时代始终坐前排，很低调，同别人说话从不

会大腔调说话，更不会厉声呵斥。在家中，每当文敏烦躁时，他就会

讲些外面发生的新鲜事，或者与妻子一起回忆过去那美好的时光，

来稳定安抚妻子的情绪。在他的精心照顾下，多年来文敏从没生过

褥疮，没有把屎、尿拉到床上，他们的日子在平淡与苦涩中向前过

着。妻子家族中遗传的高血压对她健康有很大影响，2020年，文敏又
犯了脑梗，住院月余，身体大不如从前，而光辉不厌其烦，照顾起她

来更精心，更体贴了。每天睁开眼，收拾家务，做饭，给老伴穿衣服、

洗脸、梳头，帮助她解大小便、剪指甲、擦洗身子、理发等成了光辉每

天的生活重点，活脱脱成了一个包罗万象、面面俱到的按摩师、厨

师、理发师、修脚师、中药调理师等。

说来也许你不相信，光辉目前没用过冰箱，女儿给他买个冰箱，

他又让女儿给退回去了。究其原因，光辉说放冰箱的食材不新鲜，怕

对妻子身体不好，宁愿天天出去买东西，也不用那玩意儿。点点滴滴

充满爱，细微深处见真诚。

听光辉说，多年来，他家的轮椅已推坏了好几个。而每次见到他

用轮椅推着妻子时，他总是笑容满面，侃侃而谈，像没发生什么事一

样，心态端正，乐观开朗。文敏在他的照顾下，也很坚强，与病魔做斗

争的同时，把疾病做朋友，与疾病共生存，和平相处。

光辉有亲和力，人缘好，正能量满满，还什么都能干，我给他起

个绰号“小炉匠”。啥都摸索，啥都学，无线电修理很在行。以前是捣

鼓收音机，后来修理洗衣机、电视机、冰箱、水、电、暖样样都能修。居

民区出了这么个能干的人，大家都很欣喜，只要哪家需要帮忙，他随

叫随到，在小区他是个热心肠的义工。听小区的居民说，有一年夏

季，光辉正在吃饭，有户人家的电路出了故障，他二话没说，丢下饭

碗，帮忙修理完，回家继续接着吃饭。像这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

事不胜枚举。有一次，我家卫生间的浴霸出了问题，拆下来没修成，

就试着打电话，向离我家不远的光辉“求救”，他热情地带着工具就

来了，一会儿功夫，大功告成。一口水都没喝，慌忙告辞，我知道他急

着回家照顾老伴。

最近，郭文敏所在的高中（二）班同学建了个微信群，同学们多

年失去联系，有了一个群，不但有了组织，而且有了一个相互交流的

平台。大家得知文敏同学的病情后，纷纷前往家中看望，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把 80余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围得水泄不通。有热心的同学
发现她用的轮椅年久失修，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市残联的领

导得知情况后，很快办理了有关救助手续，为郭文敏配置了一辆新

轮椅。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爱深深感动了李光辉、郭文敏夫妇。

虽然文敏语言功能有障碍，但脑子尚清醒，对同学们的友爱之情、对

党和政府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感激至深。

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病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是平凡琐

事，其实更能彰显人性本质。有人说，爱情最美的姿态是从相识到相

知，从相知到托付终身，“天可崩，地可裂，才敢与君绝”。光辉 15年
如一日，默默无闻，把家庭生活演绎得尽善尽美，想必这一路走来所

历经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

李光辉，人如其名。他把光辉撒满家庭，把暖心的事奉献给社

会，把责任和担当落在了行动上，用至深的真情书写了人间的大爱。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燕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