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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青未了

喝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年味就
浓起来了。本周六，正好是农历腊月
初八。腊八也是我们民间比较重要或
者说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节日呢。民间
有谚：“孩子孩子不用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这说明，过了腊八，离过年就
很近了。当然，过这个节日很简单，就
是熬一碗热粥，只要有大米小米，再
加上红枣、栗子、莲子、核桃仁、花生
米、桂圆肉等等，如今物质极大丰富，
凑够个“八宝”甚或“十宝”很容易。但
要熬出好味道，特别是熬出一份好心
情，却是需要用用心的。

其实，作为一种文化，任何节日
都有调节人们生活节奏和寄托情感
的意义。过节就是过一种心情。物质
匮乏的年代，喝一碗香甜热乎的腊八
粥，是心存很久的期待；在今天，如果
当妈妈的在一大早就把一样样的米、
一把把的豆，精心地挑选，仔细地搭
配，不管是放在高压锅还是电饭锅
里，同样会熬出日子的温馨和神圣。
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是从农耕社会沿
袭而来，既源远流长又意蕴丰富。一
碗腊八粥，也是韵味无穷呢。作者赵
柒斤在《腊八为何只剩下喝粥》中写
道：“如果说腊八是一曲鼓励我们向
春节进军的集结号，那么腊八粥就是
其中最响亮的铃声。”老作者王绍忠
先生回忆起四五十年前祖母用玉米
面、胡萝卜、大红枣、干粉条、菠菜叶
等熬煮的“八宝粥”，依然心潮澎湃，
充满温暖。

过节是一种传统，认祖归宗同样
是一种传统。从孔子那时的“父母在
不远游”，故土难离就成为中国人根
深蒂固的人文情怀。“人情重怀土，故
乡安可忘。”“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
醉。”这样的千古名句一直吟咏在游
子的心头。如今中华儿女四海为家融
入地球村中，但“树高千尺，落叶归
根”的情结依然恒久不变。普通之芸
芸众生如此，丁肇中先生这样的世界
顶尖科学家，依然不忘回归故乡寻根
祭祖。丁肇中跟儿子说：“美国人喜欢
去欧洲，那是去找他们的祖先；而你
来中国，也是找自己的祖先。”虽然儿
子只有一半中国人的血脉，但父亲一
样带他来中国寻根祭祖。爱家才爱
国，爱国必爱家，丁肇中先生始终不
忘自己的祖国，他回家的路不只是寻
根，还为了更好地建设家乡，为祖国
的发展助强大的一臂之力。我们当向
这样的山东老乡表示深深的敬意！

编辑 李皓冰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是2005年6月18日丁肇中第三次回故乡寻根时，与

夫人苏姗、儿子克里斯托弗，在故居留言簿上的留言。这八个字，充分表现了这

位海外赤子的拳拳赤子心、殷殷故乡情。

□ 邓撰相

他让汉语第一次响彻

诺贝尔奖颁奖大厅

丁肇中，著名物理学家。祖籍山东省日
照市涛雒镇 (现为日照国际海洋城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

其父丁观海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
爱国人士，上世纪20年代初在济南求学期
间，受共产党人邓恩铭影响，积极参加进步
活动，并与同乡安哲、牟春霆(陈雷)、李平章、
郑天九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少年日照同乡会”。丁肇中母亲王隽英的父
亲王以成，当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在辛亥
革命中不幸牺牲，王隽英被国民党元老丁惟
汾收为义女。丁惟汾的家眷当时住在济南市
按察司街。丁观海因是丁惟汾(涛雒镇官庄
人 )之孙，在济南的丁惟汾家，与王隽英相
识。后来，两人相爱结为连理。面对当时国家
贫穷、落后和遭受列强欺凌的现状，他俩希
望到国外去学习救国救民的先进技术和科
学知识。1934年，大学毕业后他们双双实现
了官费留学美国的愿望。学成后一起回到祖
国。

按丁观海的说法，他们当时并无意让孩
子加入美国国籍。1936年他们夫妇在美国做
访问学者时，由于王隽英早产，才于1月27日
在美国密歇根州安阿堡生下了丁肇中。为让
孩子永远记住并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为两个
儿子分别取名为丁肇中、丁肇华。丁肇中虽
出生在美国，属美国国籍，但他深深地知道
他的根在中国。当他荣获诺贝尔奖时，他不
顾美国大使的阻挠，首先用中文发表获奖感
言，让汉语第一次响彻颁奖大厅。平日，尽管
他常年在国外工作，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
祖国，为了祖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他不辞辛
劳，远涉重洋，多次来大陆从事学术交流和
参观访问。他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实验物
理的科研人才，而且还为祖国培养实验物理
的研究生而努力奔波。

丁肇中说：“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
然发展史上有过很多重要贡献，今后一定能
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希望在自己能工作的时
间内，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1985年6月28日，

第一次回故乡日照寻根

故乡日照更是丁肇中魂牵梦萦的地方。

尽管他日理万机，惜时如金，但他总是千方
百计挤时间不远万里回家寻根祭祖。自1985

年始，他已是第四次回故乡寻根。每次回家，
他都抓紧分分秒秒，热心地参观家乡的变
化。

1985年6月28日，是他阔别故乡47年后第
一次回乡寻根。他的心情特别激动，下工厂，
进学校，参观市容……参观了日照大港后，
他挥毫写下了“欣见故乡进步，甚觉快慰。感
念各位辛劳，书次谨表敬意”的条幅。

2002年6月14日，丁肇中在第二次回故乡
寻根时，深为未带上儿子回来而遗憾。他在
祭扫祖墓后说：“真应该带儿子回来，让他看
看，让他知道他的根在这里。”

因此，当第三次回故乡寻根时，他特意
将儿子带上了。

丁肇中唯一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丁，那
年19岁。爷爷丁观海专为心爱的孙子起了一
个中文名字：丁明童。在参观过程中，每到一
处，丁肇中都不厌其烦地用英语向儿子解
说。他告诉儿子：“美国人喜欢去欧洲，那是
去找他们的祖先；而你来中国，也是找自己
的祖先。”在丁肇中心里，他是多么渴望儿子
和他一样了解和热爱自己的故国家园！

伫立在祖父丁履巽的墓前，丁肇中表情
沉重的脸上有了一丝宽慰。他整理一下花圈
上的挽联，牵着夫人苏姗的手，凝视着儿子，
缓缓地用英语说：“Your root is here(你的
根在这儿)。”

丁明童感慨地说：“这一次我回到了父
亲和爷爷的家乡，参观了故居，了解了几代
人在这儿生活的情景，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难
忘的经历。”

第四次回故乡寻根，

丁肇中带来了一家三代人

2012年7月14日，是丁肇中第四次回乡省
亲祭祖。

看着又有那么多乡亲在热烈地欢迎他
们，丁肇中感到无限温暖和激动。他的眼睛
湿润了，激动地说着“谢谢，谢谢！”然后向人
们一一介绍着身旁的孩子们。介绍完后他说
道：“他们对中国的血统并不了解，因为在美
国没有办法展现，所以要带他们回家，让孩
子知道自己的来源！”

乡亲们发现，丁肇中回家时，带来的亲
人一次比一次多，第一次，就是他自己；第二
次，是他与夫人一起；第三次带上了儿子；第
四次回来，不仅带上他们，还带上了女儿、女
婿、外孙女、外孙。他们不知道，丁肇中这次
回来，待的时间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前
几次回来，都是仅住一两天，这次要住四天。

他要尽量多地让夫人和孩子们感受家乡这
浓浓的乡情，尽量多地把故乡这根深深地扎
在他们的心里。

丁肇中故居种德堂，是丁肇中祖父居住
的庭院，分东、西厢房，正厅，柴草房，厨房，
东、西学堂，是清代北方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群落。2003年，日照市区镇三级政府对宅院
进行了重修。

时隔多年，丁肇中再一次站在祖居的第
一道“五宅”大门前。

这次，他没有急着推门回家，而是示意
夫人站在自己的身边，然后，热情地招呼女
儿、女婿、外孙女、外孙说“欢迎回家”，俨然
一位主人在迎接多年未见的儿女。

回家前，丁肇中的夫人苏珊特意给自己
的外孙女和外孙起了中国名字。外孙女婕德
叫“美玉”，外孙则用了丁肇中父亲的名字，
叫“观海”。

走进种德堂，丁肇中一一给家人介绍
着，他掀掀旧时的粮仓，摸摸昔日的衣柜，坐
坐祖父母的床……对家里的每个地方、每个
角落，不厌其烦地向家人介绍着。让他们也
摸一摸，坐一坐，用心去感受那些旧日的时
光。他仿佛要把儿时的每一段记忆都复制并
根植在家人的心中，让第三代人牢牢记住：
这里才是你们的根源。

在西学堂，这个当年的私塾课堂，丁肇
中把家人一个一个安排在小板凳上，让记者
为他们拍照，一阵快门声响过，丁肇中风趣
地说：“这张照片一定给我们。我们毕业了。”

在丁肇中父母的房间，丁肇中告诉外
孙：“小时候，我就在这张床上睡过。我们一
起躺躺。”说着，祖孙两人同时躺下，丁肇中
满脸的幸福。

1936年、1937年，年幼的丁肇中曾两次
跟随父母回家乡。当时日军入侵，战乱频
仍，生活十分艰难。现在，他看着家乡的孩
子，好像回到了童年在日照生活的那段时
光。他用英语跟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说：

“看见那个走路的小孩了吗？我当年跟他一
样，可是我那时的生活就比这些日照小孩
难多了。”

这次回故乡，在日照国际海洋城管委，
丁肇中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日照丁氏
家乘》。尽管家谱上的字不大，丁肇中还是认
真地寻找自己的家人。找到女儿的名字时，
丁肇中高兴地招呼女儿快过来看，“现在女
孩也记在家谱上了。”丁肇中说：“非常感谢
(这份礼物)，让我的家人知道来源是什么地
方。”

临行前，丁肇中教授与家人为日照国
际海洋城题词：“不要害怕成为伟人。有些
人天生伟大，有些人通过努力取得英名，有
些人则被迫接受伟大的头衔 (引自莎士比
亚的《第十二夜》)。今天我们了解了丁氏家
族的传统和日照市振奋人心的美好蓝图，
倍感荣幸。日照是一个对我们有特殊意义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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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种德堂前，丁肇中指着铜板上的中
英文，一个汉字、一个单词，慢慢地指给外孙
女、外孙看。

四次回故乡寻根，

见证丁肇中的拳拳赤子心 ▲ 一双手，轻轻地推开了祖
居的大门。

刊前絮语

过节和寻根

都是我们的传统
□ 李秀珍

▲ 在祖居内，丁肇中对过去用过的老物品，都要摸一摸，用心去感受那些旧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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