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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侄的智慧
□作者：贡发芹

亲 子

沿路的风景
□作者：姜海霞

心 情

湖畔守望 方 华/摄

琐屑之美
□作者：耿艳菊

态 度

在我们家，每到“七一”临近，全家人都会
在爷爷的组织下，专门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党史教育课。

至今，这个良好的传统已经坚持了十年。
记得当初开课那一年，我还在校园里读书。彼
时，爷爷、奶奶跟我们同住一个小区，组织学习
十分方便。通常，党课会选在建党节那天，有
时，由于父母出差在外，或工作忙等其他原因，
则会择机另选日期补上。

爷爷作为党课召集人，对我家的党课学习，
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虽然他退休多年，但对党
的热爱却始终如一。年轻时，他在一家企业上
班，后来，因为理论功底深，文字功夫扎实，被上
级部门提拔到管理岗位，长期担任车间的党支
部书记。寒来暑往，爷爷每个月都会定期组织
职工开展政治学习，及时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
策，传达到基层，让每一位职工都对党史国史入
脑入心。退休后，爷爷订阅了许多党报、党刊，
一有时间，就拿起来研究学习。后来，奶奶也从
岗位上退了下来，受他的影响，同为党员的她，
亦如爷爷一般，长年累月地坚持党史知识的学
习，两人的党性修养不断得到提高。

爷爷的学习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们一
家。在他的带动下，父母相继入了党，爷爷欣
闻后，便提议每年的七月定期组织一堂家庭党
史教育课，既强化对党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
同，也时刻铸牢家庭成员的理想信念之堤。爷
爷当仁不让成了主讲人，他的党课，生动鲜活，
既理论联系实际，将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融
为一体，除讲得饱满热情，极富深意之外，还能
够自觉运用党的理论，解读纷纭多变的现实问
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爷爷把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讲得娓
娓动听。从“半条棉被”的故事，到淮河战役的
支前小推车，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到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爷爷把党与人
民结成的鱼水深情，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的一
系列伟大成就，阐述得分外透彻明晰。犹记得
每次党课上，他都会谆谆告诫我的父母，任何
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的入党誓词，工作中也
好，生活中也罢，都要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廉洁从业，克己奉公，不该拿的
坚决不能拿，不该吃的坚决不能吃，守住了自
己的人生操守，也就守住了一个党员的美好初

心。父母在他的严格教育下，始终保持着党员
的本色，工作上积极肯干，事业上努力奉献，凭
着优异的表现，多次被单位评为优秀党员。

去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一家搬离了
原来居住的小区。虽然离爷爷奶奶家远了不
少，但大家对党课的学习，依然没有丝毫的懈
怠。今年建党前夕，我入了党，爷爷听闻后，第
一时间表达了祝贺。那一晚，三代人欢聚在一
起，谈党的百年风华，叙党的辉煌历史，论党的
光荣伟大。爷爷说，党历经百年从当初的 50
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不
简单。爸爸说，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取得
举世瞩目的惊天伟业，不容易。我说，党指引
我们这个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不
平凡。祖孙三代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喝彩。会
上，每个人还结合自身实际，道出自己需要改
进的地方，哪些方面还离一个党员的标准有差
距，需要进一步增强党性的锤炼和锻造……大

家相谈甚欢，畅所欲言。在总结发言时，爷爷
深情地说，现在小孙子也加入了党的队伍，我
们一家三代都是党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员之
家。今后，我们的党课学习，还将一如继往地
坚持下去，活到老，学到老，让它成为一种家
风、一种精神传承、一种“传家宝”，一代一代传
下去，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贯穿于我
们的生命始终，永葆党的本色。爷爷的一番肺
腑之言，不仅道出了他的心灵追求，更道出了
我们一家三代对党的无比敬仰和爱慕之情，这
样的党课，走心，走实，真好！

岁月悠悠，真情依旧。沐浴着党的光辉，
如今我已走向了新的征程。今后，不管我走到
哪里，始终都会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向爷爷
看齐，如一枚种子一般，扎根在祖国的大地，勇
于担当，积极作为。让党旗在心中高高飘扬，
让党徽在脑海熠熠生辉，让家庭党课时刻滋润
我的心房，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难忘的家庭党课
□作者：刘昌宇

乘车出行，我喜欢找靠窗的位
置坐着，安静地欣赏沿路的风景。

曾在西乡的盘山公路上看到一
片茶园，当时正值清明，细雨霏霏山
色空蒙，绿油油的茶园美如仙境，一
位采茶的男子，后背的背篓上插一
把伞，总让我无端地想起古代的书
生，寂寞地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的赶考路上。

曾在甘肃看到一位拉玉米秸的
老人，板车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老人
拿着一根绳子，想把绳子扔过“小
山”，把那些玉米秸固定起来。我看
见他奋力扔那条长绳，一次，两次，
都没扔过去，四野无人，老人沮丧地
站在土路上，像一个泥塑雕像。

曾见到过一个牧羊人赶着一大
群羊过马路，一支庞大的队伍，一直
过不完的样子。两边的汽车停下来
按着喇叭，牧羊人跑前跑后，一脸的
焦急，而那群羊，每一只都是淡定的
神情，一只接着一只，没有一只争先
恐后，对堵塞的车流和驱赶它们的
主人似乎视而不见。我惊异于羊儿

们的淡定。
曾见到过在路边设了摊点卖新

鲜瓜果的农妇，看着过路的车子，目
光很远地迎过去，带着期待，然后又
看着汽车在眼前驶过，没有停留。
与她擦肩而过的瞬间，我看到她眼
睛里弥散开的失望，再目送着汽车
渐行渐远。

曾见到过漆黑的夜色里，远远
的一处灯火。这是在夜行车上，好
像好久都走不出那盏灯影，是家人
闲坐的一盏灯，还是等待归人的一
盏灯呢？无边的夜色里，这盏灯突
然让人觉得温暖可亲。

曾见到过一对小夫妻，女子坐
在男子的自行车后座上，她搂住他
的腰，头靠在他的后背上，满脸是幸
福的笑容。

——在路上，在风光旖旎的自
然美景之外，总是有那么多不期而
遇的人，以他们寻常的百姓生活，感
动并温暖着我旅途的快乐。

是的，我喜欢，并享受这旅途上
的另一种风景。

很夏天的样子了。粘稠，庸长，寂寥，像
一首长长的宋词，上阙下阙，说不尽的婉转
心事。

吃完午饭，没有午睡习惯的人，趴在桌
上，竟也睡着了。胳膊麻了，想抬起来甩一
甩，困意阻挡意识，到底任其麻下去。忽然，
竟一个趔趄，差点摔下去，这才迷迷糊糊醒
来。只是短短的小寐，人却精神了。

“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谢
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天气越来
越热，时光也跟着缓缓地流淌，像山涧里好脾
气的小溪流，潺潺的，是令人轻松的背景音
乐。这时候，总以为自己是时间的富翁，很多
事都放下了，告诉自己，别急别急，太阳落山
早着呢，还有长长的下午，时间充裕得很。时
间一充裕，人就悠闲了。

夏天里的美事之一便是这午后小睡。“纸
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
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读读这首宋诗，就
知道人生并不是只有马不停蹄地为理想为生
存赶着向前才是有意义的，适时地停下来，感
受一下悠闲的心境，是另一种意义，或者说是
心灵能量的补充。

此时，我所在的小院子没有渔笛，却有
好看的花影，惬意的鸟鸣，沙沙的风声。我
坐在静寂的屋子里，静静地欣赏窗外一排植
物的花影映在窗玻璃上，随着风的走向，婆
娑起舞。心中的诗意漫上来，像月光漫过窗
子，心灵的窗户打开了，幸福感就多了，回味
之处甜甜的，柔柔的，美好的生活图景不就
是这样吗？

“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爱日常的琐事。
也就是说必须爱云的光彩，竹子的摇曳，群雀
的喧声，行人的面面相觑，从这些诸般琐事之
中，感受最高的甘露之味。”下午找东西时无
意间瞥见这段话，早已忘记了在哪儿看到的，
什么时候记下的，却蓦然间一下子触动了心

弦，滑动鼠标的手停下了，目光停下来，久久
地凝视遥想。

谁不追求幸福呢，那么努力地不辞辛苦
地奔忙，不就是为了能捕捉到幸福的感觉，拥
有幸福的人生嘛。然而，这个世界上，很多事
物，很多现象，都可以被定义，可幸福却是玄
妙的、难以被定义的概念。

很多时候，只顾着为幸福奔走，却在不知
不觉里错过了幸福。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其实
就是把握好当下，用心热爱眼前的生活。这
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人人皆知的道理，很少有
人真正能做到。

低头走路，脚步匆匆，眼神迷茫，这样那
样的心事挤满了心房。多久没有认真欣赏过
一朵花开？还会像小时候那样观赏一片云的
多姿多彩吗？清晨醒来看到满室阳光还会感
动吗？

正是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琐屑事物或场
景，才会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意和人生的幸
福。长长的人生，也不过是琐屑时光的连缀，
一点点，都是珍珠，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着温
润的光辉。

父亲年轻时，脾气特别暴躁，常常和别人一言
不合，就拳脚相向。小时候，我特别害怕父亲，我生
怕犯了错，他的拳头会落在我身上。由于脾气不
好，父亲的人缘也不好，他情绪也总是起起落落的。

父亲老了后，脾气却越发温和起来，他渐渐没了
脾气。有时我们“呵斥”他，他“嘿嘿”笑笑，他还学会
了“讨好”我们。我不开心时，他经过我身边，走路都
是猫着腰，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扰到我。看我脸色
稍微缓和，他就会察言观色，字斟句酌地和我说话，更
多的是表扬我。看着谨言慎行的父亲，我心里一阵感
慨：时间真是一把利器，不知不觉就磨平了父亲的脾
气，这也是别人常说的老了老了就吸脾气了吧。

一次，父亲不小心摔坏了我一支好钢笔。我
没说什么，他却拾起笔，一脸愧疚，还连声说：“老
了，不中用了。”父亲的反应让我奇怪，一支笔而
已，至于吗？见我满脸不解，他低笑着说：“还记得
小时候你摔坏笔，我打你的情景吧，那时真穷啊，
少一只笔你就写不了作业，我为你干着急……”原
来父亲是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事，我忍不住问父亲：

“爸，你以前脾气那么大，现在怎么一点脾气都没
了呢？”父亲说：“我活了一辈子，吃了太多亏，到老
了，就看开许多事，还发什么脾气呢？”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莫言在《晚熟的人》里写
的：“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

起来，不再恃才傲物，不再咄咄逼人。所以说人总
是越活越平和，我们称之为成长，成长就是慢慢的
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的无知不等
于否定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

老了的父亲是明白生活的真谛后改变自己的
吗？我问父亲，父亲不假思索地说：“也不全是，另
一面是我爱你，你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太
不容易，我希望你能把火发到我身上，缓解压力，
我没了脾气，是很想当你的出气筒呢。”

父亲的话让我眼睛湿润了，在我面前，父亲的
大脾气和没脾气都有爱我的原因，面对没脾气的
父亲，我发誓，我要好好爱他，让他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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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大脾气和没脾气
□作者：陈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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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之子今年不足五周岁，上幼儿园大
班。二弟夫妻都在机关工作，上下班与幼儿
园作息时间不同步，孩子上学接送没有着
落。正好大妹在城里租房带其两个千金上
学，但不用接送，小侄的接送任务便落在大妹
的身上。

小侄非常可爱，活泼好动，彬彬有礼，聪
明伶俐。大妹接送个把月之后，对小侄有了
新的认识，他不仅仅是聪明，而且充满智慧，
很出大人意料之外。

小侄非常喜欢玩具，但大妹开始接送时，
小侄之母有严格规定，不允许大妹给小侄购
买任何吃食及玩具，对小孩要严格要求，不能
惯坏了。大妹对其二嫂要求严格遵守。

一天，小侄放中学，径自来到幼儿园门
口玩具摊，看中一个玩具，央求大妹为他买
一个，大妹说：“不行，忘了你妈怎么交代的
了吗？”于是小侄便恋恋不舍地将玩具放回
原处。

次日放中学，小侄再次跑到玩具摊，选中
昨天的玩具死活不松手，一再央求大妹：“大
姑，买一个吧，就买一个！”大妹只好掏钱买
了。一路上，小侄坐在公交车上拿着玩具玩
得非常开心。玩得时候，还不时望一下窗
外。快到家时，小侄突然问大妹：“大姑，这个
玩具拿回家，妈妈看到怎么办？”大妹说：“看
到就看到，就说是大姑买的。”小侄马上否定：

“不行！妈妈不让我接受任何人买的玩具，怎
么办？”大妹说：“到家时你妈还没下班，先藏

起来。”小侄很高兴：“好。我藏到玩具箱最里
面，叫她找不到。”大妹说：“好。”可是几秒钟
后小侄又说：“大姑，不行呀。妈妈总有一天
会发现的，怎么办？”大妹说：“怎么办？你自
己想办法吧！为什么非叫大姑买？”小侄不说
话了。

下车之后，大妹搀着小侄，可小侄在楼下
小广场上东张西望，不肯回家，大妹也没在
意。突然，小侄看邻居小朋友走了过来，就挣
脱大妹大步迎了上去，把手中的玩具塞到邻
居小朋友手中，非常大方地说：“这个送给
你！”然后快步回到大妹身边，搀着大妹：“大
姑，带我回家吧。”一脸轻松，好象什么事也没
发生。

这件事大妹叙述了好几次，我听后感慨
良多。小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他索要玩
具时怎么想的？欣赏玩具时怎么想的？将
玩具送人时又是怎么想的？怎么想出来
的？是急中生智吗？他不担心大妹将此事
告诉他父母吗？他有自己的思想吗？如果
他真有思想，谁人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呢？
谁人能真正与他进行思想交流呢？如果我
们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不能真正与他进
行思想交流，不能真正弄清他丰富而复杂的
内心世界，我们又怎么全面引导他教育他培
养他塑造他呢？

总之，为免责罚，宁舍所爱,小侄的智慧，
非同一般。他还不足五周岁，欣慰之余，我有
许多思虑……

□责编：朱丽丽
□电子信箱：czrbjiatin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