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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对我影响最深的人

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
的爸爸。因为自从我记事起，
我就很少见到他，大部分时
间只有妈妈默默陪我们兄弟
几个度过风风雨雨，当时我们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觉得妈
妈见了他很高兴，所以我们也
就很高兴。但自从我上了学我
就不再同妈妈一样喜欢他了，
因为他总是在我做错一道题
或一件事后惩罚我，那时用

“恨”表示可能更恰当些。但
我不得不承认爸爸每次的处
罚都是师出有名，经过敲打
的我对做错的题或事至今记
忆犹新。当然这是我在上高
中以后才明白。

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
爸爸。他的节俭让我犹为难
忘。也许爸爸一个人在外地
住单身惯了，即使我和妈妈
去探亲的时候，他也如平时
一样只打最便宜的素菜。如
今，当我也为人父的时候，我
切实体会到节俭的重要性，
毕竟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单

位的同事、上学的同学以及
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需要打
理，这一切都需要以经济实
力为基础呀。

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
爸爸。那是我上高中的第一
年，由于我在班里学习成绩
名列前茅，再加上“年少气
盛”，所以对初中毕业的爸爸
的建议一点也听不进去，一
切都是我行我素。上过高中
的人都知道，高二是学生的
分水岭，我不幸被分到了下
游，当时极大的反差使我几
乎丧失了继续学习的勇气。
是他，我的爸爸，一封一封的
来信，甚至专程来开导了我
几天，方使我明白：打基础就
应该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
印，不可妄自菲薄。

如今，爸爸虽然离我而
去，但他严厉而不失慈爱的
目光仿佛一直在注视着我，
陪伴我度过一个个人生的艰
难险阻。

(蔡祥政)

姜葆夫老师是我的大学老师，教
我们古代文学。那时候，姜老师是坐着
给我们上课的，他患有四五种疾病，什
么类风湿，高血压，心脏病，腰间盘突
出……他的脊柱已严重变形，无法站
立，只能坐着讲课。

但坐着的姜老师在我们眼中却是
无比的高大，他是整个师专授课水平
最高的老师之一，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每到上姜老师的课，我们总是聚精会
神谛听着，快速记录着，生怕漏掉每一
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

我至今不知道他那瘦小的身躯里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声如洪钟，字
字铿锵。无论坐在教室的哪一个角落，
每一个同学都能清晰地听得见他讲的
每一句话。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
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
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
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
色。”听，这是姜老师在背诵白居易的

《长恨歌》。姜老师讲课是从不看讲稿
的，因为所有的篇目他都背得滚瓜烂
熟，他边背边讲，从不打哏。

我们对姜老师惊人的记忆力佩服
得五体投地。

记得有一次，姜老师编著的一本
书面世了，内容好像是名言名句的精
选精编。当这本书摆到师专书亭的书
架上时，书立刻被崇拜他的学生们抢
购一空。我们如获珍宝。由此可见，姜
老师在同学们心中的地位，绝不亚于
现在的这“丝”那“丝”的，我们那批学

生照现在的时髦说法都应该叫“姜
丝”。只可惜那时还没产生这个词汇。

可是，由于姜老师的身体原因，他
只教了我们几节课，就不得不又住进
了医院。我们盼望着姜老师能早一天
痊愈，早一天哪怕坐在讲台上让我们
再次聆听他的教诲。

直到去年的暑假，同学搞了个三
十年聚会，我这才从一位同学口中得
知姜葆夫老师过世的消息。

姜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将永
远也不能聆听姜老师的教诲了。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我似乎看到姜老师那瘦小的身影
又出现在面前，他的语调依旧是那么
慷慨激昂。

一个死寂的夜晚，远方传来了噩
耗——— 奶奶去世了。漆黑的夜里正飘着
雪花，北风呼啸而来，我急步跑向奶奶
的家。一路上，我的心就像被人抓似的，
很难受，很难受，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
形容。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无
法喘息。

奶奶的家近了更近了，但我的脚步
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想到以前和奶奶
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的心就像被针扎
一样的疼，泪水不住地往下淌。

踏进奶奶的家门，泪水混和着哭声
笼罩在这片阴黑的天空之上。

奶奶静静地躺在床上，嘴角挂着一
丝淡淡的微笑。奶奶走了，走向了遥远
的天国。

奶奶生前患有糖尿病，生活不能自
理，身体也日渐消瘦，她一直被病魔所
折磨。就在前一天，我还和奶奶在一起
说笑，可现在一切都变了，都变了。奶奶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和奶奶在一起
的美好时光将会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

虽然我的奶奶没有那么的慈爱，没
有多么的疼我，没有多么的勤劳，甚至
没有为我做过一件衣服，但是却有一种
隐形的锁链紧紧地将我和奶奶栓在一
起，无法分割，或许这是亲情的魔力。

清明节已日益临近，我的心情却日
益沉重，奶奶临走的那一幕不时浮现在
我的眼前，泪水也不止一次地湿透了枕
巾。

我想问问你：“奶奶，您在天国过得
可好？那里可有黛色的山峰、碧绿的湖
水、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或许这一
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能开心幸福。”

(李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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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您在天国还好吗？

清明忆外公外婆
清明节来临之时，我又不禁想起我

的外公外婆。2007年正月初二，外婆因
病去世，享年88岁，正月二十九，外公亦
相随而去，享年90岁。每当回忆起与二
老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记起二老的谆
谆教诲，我忍不住泪如泉涌，感慨万千。

外公外婆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一
起走过了六十二个年头，让我们这些晚
辈们极度羡慕。在艰难困苦的年代里，
二老抚养了六个儿女，虽然淡泊清贫，
却不失家庭的幸福温馨。二老都读过私
塾，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思想开明，待人
友善，熟知人情世故，所以邻里关系十
分融洽。

外公是做财会工作的，与算盘、数
字打了几十年交道，兢兢业业，从来没
有出过差错，退休后他还帮帮助助朋朋友友照照看看
布布摊摊、、整整理理帐帐目目。。每每逢逢过过年年过过节节，，外外公公都都
要要挥挥毫毫泼泼墨墨，，写写对对联联、、福福字字赠赠送送邻邻居居、、亲亲
友友。。

外婆一生与人为善，慈祥和蔼，孝
老护幼，团结邻里，中国妇女的传统美
德真正体现在她老人家身上。外婆年轻
时白天在蔬菜公司、街道生产组干临时
工，挣钱贴补家用，晚上穿针引线，缝补
浆洗。孩子们的衣服、床上被褥，都干净
整洁。外婆为儿女付出了大量心血，对
家庭作出了巨大贡献。外婆还是个刺绣
巧手，爸妈结婚时，老人家制作了枕头
皮和蚊帐檐子，上面有她刺绣的“龙凤
呈祥”和“牡丹富贵”，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至今爸妈都没有舍得用，一直精心
保存着。

在孙辈、曾孙辈中，外公外婆最疼

爱我，从我出生那天起，外公外婆就和
爸妈一起抚养看护我，轮流背着、抱
着，听爸妈说，我曾多次在二老的背上
画过“地图”。

等我上小学之后，外公外婆经常接
送我，还教我学文习字、吟诗诵词，使我
受益匪浅，二老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以
后的初中、高中、大学期间，二老不仅在
物质上支持我，也在精神上鼓励我，教
我为人处世的道理，对我尽心培养，寄
予厚望。

当我还没有报恩尽孝之时，二老却
相继而去，这怎能不让我悲痛万分啊。满
眼的泪水，挡不住二老的离去；悲痛的哭
声，换不回二老的重生。泪水和哭声只能
寄托我的哀思，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表
达我对二老的怀念之情。 (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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