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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缅怀大别山英烈
晏传钢

中华之中，鄂豫皖，无名英雄万千。

誓死跟随共产党，不惜热血尽染。

解放事业，征途漫漫，革命意志坚。

二十八载，九州地覆天翻。

世纪苦难辉煌，追思英烈，举拳立誓言。

不忘红军长征路，牢记拼搏发展。

涓流成海，亿万人同道，中国梦圆。

共产主义，描绘环球新颜。

诗品时空·

尽管走过去， 不必逗留着，采
鲜花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自然
会继续开放。

———泰戈尔

我们必定是自己先有了心灵的空

间，才能有容纳他人的空间；我们必定
是自己先感受到了美，才能把美与众人
分享。

———蒋 勋

家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烦闷———
忧愁，都在此中融化消灭。

———冰 心

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
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
坚强。

———林清玄

世事犹如书籍， 一页页被翻
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

———莫 言

微语录

父亲一生路漫漫
李永红

2021 年 4 月 28 日（农历三月十七），我最敬
爱的老父亲走了。 他走得很突然， 但却安详、平
静，没有受什么罪，更没有给子女添一点麻烦。

今天是风俗习惯中三天圆火的日子，我和家
人回来祭奠他，看到父亲的遗像，他是那么的慈
祥、善良！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想起了父亲的
一生……

父亲 1942 年 7 月 22 日出生在县城一个个
体工商户家庭，爷爷兄妹多，父亲出生时恰逢国
民党反动派政府拉壮丁，爷爷为了不给国民党反
动派政府卖命，带着奶奶，挑着只有 28 天的父亲
逃到现在的老家生活。

听爷奶生前告诉我， 他们刚到农村时生活
很困难， 父亲是老大， 很小时就能帮助爷奶干
活 、照顾弟弟妹妹 ，从不叫苦叫累 ，在他身上真
正体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随着新中国的
成立和土改的完成 , 爷奶家庭条件明显好转起
来 ,他们送父亲上了几年学 ，在当时已经很不容
易了。 但因为家庭劳动力少，为了减轻爷奶的负
担，为家里分担一点，在学校成绩很好的父亲刚
上几年就主动退学了。 听父亲以前告诉我 ,他所
有的农活都会干，还到临县修过水库、在本村其
他生产队当过会计。 农村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从
我记事开始，从没听父亲抱怨过什么，他总是坦
然面对这一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重视基层医疗卫生
工作，村里成立医疗室，村委会在全村范围内选
择赤脚医生，选来选去，大家认为我父亲踏实能
干，又上过几年学，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于是父亲
被送到卫校培训两个月后， 便回村开始了 30 多
年的赤脚医生工作。 刚开始时，父亲业务并不熟
练，但他勤奋好学，经常虚心向乡卫生院医生和
同行请教，很快便熟悉了业务，成为远近各村小
有名气的赤脚医生。 我很小时候就记得，别人找
父亲看病，他从不耽误，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
黑夜，即使有重要事也不例外，父亲经常深更半
夜出诊为病人看病。 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刚开
始吃年夜饭，有人请父亲出诊，他放下碗就走，母
亲和患者家人都让他吃完再去也不迟，他说：“病
人的事耽误不得，早去一分钟就不一样。 ”

随着城乡合作医疗改革， 加之父亲年龄大
了，10 多年前父亲就不再接诊了 。 我几年前翻
看他的账本 ，应该还有一万多块钱欠账没有收
上来 ，我问他 ：“咋不收呢 ？ ”他说 ：“乡里乡亲
的 ，欠账的大多数可能都记不得了 ，人家也不
是故意的 ，这一村那一户的 ，不要了 。 ”这笔钱
在当时已经不少了 ，但父亲从不提这件事 。 妻
子有时开玩笑说 ， 别人当医生的家富得很 ，俺
家老爷子却没挣到钱 。 当赤脚医生的经历 ，是
父亲一生的荣耀 ， 他认为自己为集体做过事 ，
为群众服务过。

父亲虽然不行医了，但他也没有闲着，他和
母亲依然种了几年庄稼。 每年到秋收的时候，早
早就把大米、花生、红薯等弄好了，让我们带回去
吃。 父亲总是不偏不倚，给几个孩子的东西基本
一样多。 前些年他们每年都饲养一头猪，过年的
时候杀了，他们自己留得很少，大部分都分给亲
戚朋友和子女，每年过年吃“猪晃子”的经历让我
们记忆深刻。 在我们的强烈反对下，父母前几年
不种田了， 但他和母亲又开始倒饬起菜园了，每
天上午都要在菜地里忙活一会儿， 要么除草、要
么施肥、要么浇水，有时没事也去看看，他主要是
闲不住。 我们让他们少种点儿，够吃就行，他们不
听，栽的菜吃不完，经常送给亲戚朋友。 他的菜地
一年四季都有菜， 别人没菜吃， 他们的菜吃不
完。 父母亲把菜地当成了作品和自己的寄托，这
两年父亲身体不好，他依然坚持种菜。 这些年我
在朋友圈里晒过几次菜园， 惹得朋友们很是羡
慕。 父亲走了， 母亲一个人种菜的动力也没有

了，以后再也吃不到父亲种的菜了！ 想到这，我
便泪眼婆娑……

父亲一辈子为人善良、诚实坦荡，待人宽厚
大方，即使受到委屈和误解也很少解释。 我刚参
加工作时，父亲就对我说：“为人一定要诚实守规
矩，农村出来的孩子，多干点儿活没什么！ ”他跟
人交往总是不欠别人的情，非常热情好客。 亲戚
朋友家有红白喜事他记得很清楚， 随礼也很大
方。他以前喜欢吸烟、喝酒和喝茶。 我在外地的叔
叔及亲戚朋友经常给他一些。 我参加工作以后，
有时回去也经常买点烟酒茶叶等带回去。 他总是
舍不得自己用，或者将最好的留下来，留着待客
或者款待前来串门聊天的朋友，并且逢人都说这
是谁谁给的。 前天下午，父亲出殡后，我翻看他的
床下面，还有 10 多瓶酒，其中还有两瓶不错的老
酒。 母亲告诉我，父亲说过等家里来重要客人再
喝，给他祭奠时我特意倒上了两杯，眼泪止不住
又流下来。

父亲有几件事，始终让我很佩服。 父亲年轻
时脾气不好、大男子思想比较重，在家里说一不
二，不做饭、不洗衣服。 随着年龄增大，脾气也改
了许多，能体谅母亲的辛苦，他啥活都学着干，做
饭、洗衣服等家务活干得有板有眼。 他很有毅力，
过去他喜欢吸烟且很厉害，20 多年前， 他咳嗽很
厉害，自己主动戒了烟，说戒就戒，别人怎么劝一
直再也没有复吸过。 他一生比较讲究卫生，家里
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 10 多年前，父亲因为骨折
住了 10 多天医院， 回家时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
一个半月，结果没躺几天，有一天他突然下床扫
地，造成骨折处再次错位，又到医院重新处理。 我
们埋怨他为啥不听话，不在床上躺着休养，他嘴
上说忘了，其实是他看到地上有点脏，想帮母亲
分担一点，讲卫生的习惯使然。 父亲很注重子女
的教育，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但很少打骂我们，
他总是以言传身教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记得
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因为一件事打我，父亲回来
以后还和母亲吵了一架，他说：“孩子小不懂事,有
什么事慢慢说不行吗？ ”

近两年父亲身体不太好，断断续续住了几次
院，每次住院我去看他，他总是怕我们花钱，有时
没完全好就要回家。 他其实是怕给儿女们添太多
麻烦。 这两年我回去陪他时，他经常跟我说：“你
负担重，有我们老两口拖累，孩子还没有成家，一
定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那时我没有在意，现
在想想这就是老父亲对我的嘱托。 去年为了大姐
和小妹照顾他方便， 我在城关为他租了一套房
子，离广场近，母亲天天陪着他去散步，他住得很
开心。 上礼拜天，因为劳动节调休，只休息一天。
早晨我起得很早就回去了，赶到县城父亲住的房
子，他见到我很高兴，问孙子工作怎么样，啥时候
回来看他。 中午我们陪他吃饭，他兴致很高，吃饭
后却坚持要回老家，我只好租车送他回去。 冥冥
之中应该是他意识自己不行了，不愿意在租住的
房子里出现状况，以免给房东添麻烦。

在老家的三天，父亲身体很好，每天还能帮
助母亲干干家务。 第三天晚上吃了饭，还到邻村
散步，回去以后突然歪倒在茶几边，跟母亲和三
叔说：“我不行了。 ”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医生检
查后说是小脑大面积出血，因为病情严重、年龄
大，不建议手术。 父亲被送回家以后，已经深度昏
迷， 但还有时而急促时而均匀的呼吸，10 多个小
时以后，儿子从北京赶回来，跪在他耳边喊了几
声爷爷，几分钟后父亲走了。

前天父亲出殡后，儿子在朋友圈中写道：“爷
爷走了，去享福了。 他安详地逝去，了结一切挂
念。 假如世间有奇迹，我相信那是由长辈的爱创
造的！ 希望爷爷在那边永远开心！ 平安顺遂！ ”

（初稿写于 2021 年 5 月 2 日夜，谨以此文纪
念老父亲，叩谢亲朋好友对父亲一生的关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