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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的 1959

12

月
8

日，屈指一算，父亲离开我
们已经一年了。

父亲走时， 我一脸茫然， 神情木
呆， 时过半年才清醒一些。 我想念父
亲，不知该为他做点什么。这几天，有
朋友帮助，在单位安排下，我找到了父
亲生前的档案。经同意后，花一个上午
时间，把整个档案复印完。组织上的同
志疑惑地问我，查档何故？只因怀念父
亲， 没有别的用意， 为以后家人纪念
用。在我心里，拥有父亲这份档案非常
珍贵， 我会把它当做珍贵史料永久保
存下来。

回家后， 我匆忙吃过午饭就开始
翻阅，一口气看到深夜，翻到最后几页
时，心中泛起阵阵酸楚。父亲的一生，

活得胆战心惊，内心跌宕起伏，无论是
工作还是家庭， 巨大的压力像个阴影
伴其一生。 父亲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
老干部，参加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

几次生死都是擦肩而过。奇怪的是，让
他担惊受怕的不是去扛枪打仗， 而是
和平时期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在
父亲几十年的人生路途上， 既要跟紧
当年的政治运动， 又要在物质匮乏的
年代，顾念家里和孩子们的生存。看着
父亲一百多页的档案材料， 似乎对应
着他一段段忧愁的心路， 怕犯错误和
不敢犯错误纠结了他一生。 父亲很明
白，自己政治上的一个小闪失，都会带
给家里种种不安， 这样的恐惧一直陪
伴到他离休为止。

1959

年。这一年，家事、国事似乎
都伴着风险来到我家。 父亲有过三次
检查，并受到组织的批评。我纳闷，一
向小心谨慎的父亲， 怎么能几次犯错

呢？我了解自己的父亲：一个从东北走
出来的农民，仅上过三年半小学，后来
参军打仗，然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性格
耿直，做事谨慎，不敢占公家便宜，可
是档案里却真实记载着父亲的亲笔检
查。我在疑惑中想知道，这几个错误究
竟是为什么？

1959

年年初，母亲怀孕了，大姐在
上小学， 二姐那时两岁， 母亲还在上
班，家里没人照顾孩子，父亲和母亲商
议， 把姥姥从湖北接到信阳来照看家
里。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大部分商品
需要凭户口本、粮本发放票据。父亲没
有来得及迁移姥姥的户口， 自然就没
有人给发放票据， 姥姥就在机关食堂
吃饭，只能交钱没有粮票可交，这样可
为家里省下点粮票。一个月后，父亲遭
到组织上的批评， 并被当成一件严重
错误通报， 父亲为此认真检讨并写了
检查。后来我向老人求证，粮票在当时
有多重要？他们的回答才让我明白，在
那个几乎断粮的年代， 拥有粮票的多
少，超出了人们对珠宝的渴求。

第二次错误也跟粮食有关。 那一
年，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原因，全国很多
地方粮食都紧张，也就是后来老人们常
说的“过粮食关”。 尤其是信阳这个地
方，粮食的短缺到了很严重程度，很多
人家没吃的。那时母亲正怀着我，还要
去工厂做工，由于经常吃不饱，加上怀
有身孕，母亲就背着父亲，去戏班子里
的食堂，和别人一起捡些不要的菜叶和
菜皮拿回家用。父亲当时在单位供应科
当科长，知道母亲捡菜事后，心里很难
过， 就找熟人批了几斤红糖和面粉，此
事后来被组织知道， 就有了第二次检
讨。在组织的鉴定结论上，父亲认真地
写上了自己的错误，甚至对自己上纲上

线进行批判。现在来看，我很理解父亲
这次错误，一边看着家人没吃的，跑到
外面捡东西，一边是组织的原则想越过
又不敢，纠结之下，父亲大胆地突破了
一次组织防线，用手中的一点小权利为
家人谋一次私利。 或许父亲心里明白，

他需要家人平安地活在身边。

第三次错误是因粮食问题引发的
“政治”事件。这一年，母亲的家人也出
了意外， 我的姥爷和大舅因长期饥饿
病倒在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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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时间，两人相继
去世，家庭这次突变，或多或少影响到
父亲。在一次政治学习上，每个党员干
部都要对当时的批判运动表态发言。

父亲对这样的学习充满紧张， 在发言
时竟讲错了话。 尽管父亲在会场上第
一时间一个劲儿地向人解释， 还是没
能挡住因为这次发言， 而被安排进党
校学习。就这样，父亲连续几个月生活
在恐惧中。就在我快出生的两天前，父
亲又写了近

2000

字的自查和检讨书，

虔诚地向组织认错， 后来组织上对他
做了新结论：是个苦出身，政治上拥护
党，说错话不是有心的。

1959

年，一年里父亲三次犯错写检
查，共有十几次检讨过关，在这样的一
个政治背景下，父亲每日活得都是心惊
肉跳。还好，到了年底，我的出生使父亲
第一次感受到有了儿子的快乐。

时间过去
50

多年， 我再次向母亲
求证父亲犯错这几件事， 家里包括母
亲在内无人知道此事。我沉默了许久，

不知用什么言语去感激父亲， 一向胆
小怕事的他， 在危险时刻却冒着政治
风险去挽救家人。

写到这里，嗓子莫名地哽住了。父
亲当年是个管钱、管物、管人者，却挡
不住自家米缸里已经多日没有了粮
食，不得已用三次“犯错”和“检讨”的
代价，换来我们家能活着走出

1959

年。

而那一刻， 我相信， 父亲尽管是名党
员，一位基层领导，而他更是个有爱敢
恨的平常人，有这样的错误，倒是他最
本能的选择。我爱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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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波尔登森林公园

走进深秋中的波尔登森林公园，入眼是层
林尽染，五彩斑斓，宛如步入名画家的油画。

这是一个繁盛的植物王国，森林茂密，

品种多样。落羽杉、池杉、火炬松，还有枫
香、麻栎、青檀、栓皮等树木，一列列、一片
片，株株高大，挺拔笔直，几乎全是栋梁之
材。我站在一棵合抱粗的枫香树下，将脸贴
及青灰色的树身，嗅着淡淡的树皮香味，仰
望着红里镶黄的枫叶， 叶子在清风里沙沙
作响；再透过红枫叶隙，瞄见那高天的白云
正在游走，悠然飘逸，那种苍茫的阔大的感
觉从心头倏地升起。而生长齐展的落羽杉，

更是格外爽眼，叶子与鸟的羽毛一般，形状
特别好看。每株落羽杉相互间隔一米左右，

树干粗壮，笔挺匀称，林相极其优美。地上
积叶如棉， 像是万千锦鸟在这里贡献了金

栗色的羽毛，厚厚的，软软的，脚踩在上面，

给人一种天堂般的舒服感。此时，真想躺下
身来，就着暖暖的秋阳，美美地睡上一觉。

绕过山道， 走过一个有跳脚石的溪池，

溪池上面被高大的树影遮蔽着，整个溪池流
动着使人心胸舒畅的缕缕清凉。太阳从树梢
间投射到清澈见底的溪池中， 光影摇动，多
姿多彩，疑似瑶池仙境。在此落脚的声音，产
生了一种静谧中的清响，犹如仙音之妙。

往谷里走， 在林间还不时发现一些平
日难觅的可爱的小植物。 随行的林业部门
专家付先生一一道出它们的名字：白绢梅，

水杨梅，油桐花，天葵，宽叶兰等。它们择隙
而生，不惧高树的欺挡，善接温润的地气，

滋养得鲜凌凌的，像抹了油似的亮眼。虽时
至秋末，但这些小精灵依然青翠欲滴，花蕊
含笑。看到它们，会自然觉得这些卑微的生
命也一样的高贵、 可赞！ 因为是晴朗的日

子，此间的空气清新宜人，据说负氧离子的
含量相当之高，每立方厘米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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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这
种负氧离子被人吸入后， 可由呼吸道直达
肺部，再由肺泡进入血液，到达周身各处，

极利于调节人的神经系统， 改善大脑皮层
的功能，从而提振精神，消除疲劳。想一想，

大自然真是慷慨地馈赠给了人类许多许多
宝贵的东西！这时，我择一平石坐下来，望
着苍莽的山峦，心中默诵起李白的《独坐敬
亭山》一诗：“众鸟高飞尽

,

孤云独去闲。相看
两不厌

,

只有敬亭山。”我颇想体悟一下这位
诗仙平淡恬静、与山结缘的心境。

一山一岭，一处一景；一池一溪，一水
一情。波尔登森林公园已被誉称为“大自然
聚宝盆”、“信阳市民的天然氧吧”。

饮水当思挖井人。 在森林公园中的波
尔登纪念碑和韩安纪念馆， 我从那些文字
的记载中得知，

1918

年
10

月，我国著名林学

家、留美硕士韩安出任京汉铁路造林所长，

随即聘请了来华的英国林学家威廉·波尔
登先生为客卿林务员， 一起来到信阳鸡公
山下，在李家寨南北

45

公里、东西
15

公里的
深山区收购荒山，开苗圃数处，大量育苗造
林。他俩还根据这里的土壤、土质特点，有
选择的从北美、日本引种了落羽杉、池杉、

火炬松等珍贵树种。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

栽培的苗木长势渐旺，逐步郁闭成林。特别
是波尔登先生———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
人，在豫南鸡公山下不辞辛苦，奔波劳累，

竭心尽力于林区建设， 直至献出了他年仅
41

岁的生命。 他的这种品质， 他的这种精
神，令人永久感念，无比景仰。为了纪念这
位贡献卓著的外藉林学家， 信阳人特意将
这一带林区命名为“波尔登森林公园”。抚
摸着波尔登纪念碑，我不禁以心灵抒言：波
尔登先生，向您致敬！

学会放下

我有几位朋友，要称朋友有些高攀，

是熟人，无深交。

李一凡，现年六十三岁。从副厅级的
岗位刚退下来。李一凡从乡里的办事员
做起，一直做到今天这个位子，殊为不
易。李一凡抓工作是一把好手。他当县委
书记，一门心思植树造林，在位五年，一
举拿下了全国林业先进的称号。政声人
去后，十多年过去了，老百姓还在念他的
功德。要是在今天，老李还不止干个副
厅， 因为宁要绿水青山已经成为当今的
基本国策。这么响亮的人物，一退下来就
好像从社会里消失了似的。老李不要车，

不到单位，连手机也不大用。单位一把手
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他完全可以继续
在单位显显余威，但老李不。老李说：工
作你莫见我，见我莫谈工作。“雏凤清于
老凤声”、“老夫喜作黄昏颂”，这是叶剑
英的两句诗，老李把它当座右铭。意思
是：接班人比我干得好。我的任务是做好
百姓，过好晚年。

胡一尘，现年五十七岁，正处。刚从
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 五十七一刀切，

是组织上的例行规则。 新人已经到位，

但老胡却缺少心理准备。过去办公室坐
惯了，办公室是不得挪的。过去专车坐
惯了，车和司机他还继续用着。是的，退
到二线不是退休。 在一个局里干得长
了，毕竟有一些人买他的账。时不时，有
人给他说说单位的事情。 新人上任，哪
能没有一些新动作呢？ 老李一听就来
气。退下来，当然还有一些事没处理断
根， 比如某某人的位子要动一动却没
动， 比如某某事研究了却没来得及落
实。这些都是老胡许诺过的。新班子确
实研究了， 但老胡的承诺一个也没兑
现。老胡气得跑到新局长办公室拍桌子
骂娘。这一气不打紧，老胡患了脑溢血。

儿子媳妇匆匆从外地赶回来，老胡正在
医院抢救。医生说：即使这次命能保住，

也难免今后不依靠轮椅活着。

罗贤芝，女。贤芝应该是芝兰之芝。

可贤芝说：是粒芝麻就抬举我了。罗贤芝
是老牌的清华毕业生。 可一毕业就赶上
文化大革命， 贤芝落难来到本市。 来本
市，贤芝并不认为屈才。贤芝学得是土木
工程，这正好在本市派上用场。那时左右
两派斗争激烈，贤芝哪一派都不参加，所
以没有荒废专业。 贤芝一生最得意的是
做了两件事。一是淮河上游的拦河坝。再

就是本市的城市建设规划。 多少年一直
实施着的， 由贤芝牵头设计的山水园林
城市规划， 引来各级政要甚至外国园林
规划专家前来参观考察。 贤芝如今小七
十岁了， 生活很平静， 一双儿女都在身
边，孙儿绕膝。搞专业的权威，免不了后
学者登门拜访，贤芝也是热情指导。贤芝
好用孔子的“克己复礼”教育子女。贤芝
说：礼即道，即规律。

赵常乐， 今年七十三岁， 副厅级待
遇。中国人姓名很有讲究，老赵就像是奔
着他的名字活着似的。老赵说：我的工作
是三句话———开会，下队，陪客人喝个半
醉。刚退下来，单位免不了找他帮些事，

老赵总热心去办。慢慢地，老赵淡出了，

彻底成了社会上的自由人。自由人，就得
找乐。老赵打黑七，喝小酒，种花，垂钓，

在街门口地摊上下棋。老朋友一招呼，他
就过去。 老赵一辈子的黄金时间工作在
山区，对茶颇有研究。平时，他总是手心
里托一个宜兴陶壶， 在小院子里踱着碎
步。做了一辈子官，家务事从前都是老伴
做，如今，他比老伴做得还棒。老赵好开
玩笑，跟老伴媳妇也好调侃。遇上老人还
是年轻人，总是他先打招呼。时间久了，

大家都忘了他当过县委书记， 只有当逢
年过节市领导登门慰问， 人们才记起他
的过去。熟人都说，还是老赵活得滋润。

想想他们几位， 我好像顿有所悟：

人，要活出幸福，就得学会放下过去，与
时俱进。

七 律 两 首

关登峰

为老干局夕阳红艺术团题照
婀娜腰肢淡淡妆，舞姿婆娑赛《霓裳》。

敢将轻盈夸体健，不教龙钟伴夕阳。

欣逢盛世乐不够，得献余热喜欲狂。

早知起舞能益寿，何须金掌露成霜。

赞夕阳红艺术团舞蹈《梨花颂》

宛如青帝御旨来，千树梨花带霜开。

扇底幽香风骀荡，裙裾荷叶共徘徊。

金歌一曲情悠悠，妙舞三旋兴得得。

最是窈窕身姿美，风流不减少年才！

□

曾庆棠

酒品三首

徐荣海

酗酒
东倒西歪独趔行，

茫然四顾我英雄。

文比司马武子仪，

诗赛李杜表卧龙。

半斤八两不嫌少，

三吆四唤再添盅。

野犬洗脸醉卧陪，

再觅酒场更春风。

赏酒
飘五千年芳香，

察亿万人心象。

盛衰治乱殷勤弄，

惯看熟来疏往。

礼仪舍身献觞，

庆祭取义热肠。

只因邂逅饕餮汉，

褒贬不敌众赏。

品酒
生性喜好颠狂，

不避公子红妆。

愿为客人添豪气，

处世缺少退让。

计较点点滴滴，

谦辞推推让让。

消得千古揪心事，

杯运乾坤锦囊。

胡长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