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公是一本书，一生
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和事业，信念坚定，为党舍
家，不怕坎坷，不改初心，
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研究
和敬仰的一本革命大书。

外公薛经纶，对我们
兄弟姐妹来说，熟悉而又
陌生。熟悉的原因是，我
们兄妹小时候，经常听母
亲讲起远在天津工作的外
公。陌生的原因是，我们
不理解外公一生执着追求
真理与信念的思想和精神
境界。

从母亲口中，我们知
道了外公生于 1914 年，是
三辈单传的唯一孩子。外
公从小家境殷实，天资聪
颖，学业优秀。从母亲口
中，我们还得知，外公后来
又一路考到北京师范大学
求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
捕。保释他出狱的是张金
保女士，当时已是中共五
大主席团成员、第六届中
央委员。从母亲口中，我
们还知道，外公作为家里
人老几辈的唯一男孩，从
求学开始，就一直漂泊在
外。特别是在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家人难知外公行踪甚至生死。妈
妈说，外公的爷爷常常望着天空发呆，
嘴里喃喃念叨：我家印娃（外公小名）
革命去了！家里 7 位老人先后去世，
全是外婆一人操持，受尽艰难。1940
年前后，山西反动当局发动的“十二月
事变”，波及平陆，当时作为平陆县牺
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外公，为躲避
追杀，曾在外婆娘家刘湛村避难一个
月，让外婆娘家人备受惊恐。天津外
婆的两位亲人，出于各种原因，也先后
在平陆老家寄养。出身名门大户、心
地善良的外婆，为了支持外公革命，不
嫌不弃，精心护养。对于外公未尽的
孝道和责任，妈妈每每讲起，我们都能
感觉到，妈妈对外婆不易的理解，对外
公不孝的不满。

虽然母亲对外公有抱怨，但血脉
相连，亲情难舍。母亲是外公唯一的
孩子，外公对母亲非常牵挂。我们小
时候，外公经常从天津寄钱回来，母亲
每年也会给外公邮寄家乡平陆的大
枣。2001 年，母亲因心脏病去世，紧
接着，90 岁的外公也去世了。我的大
哥和三弟代表母亲参加了外公的葬
礼，平陆县委派了代表在外公的追悼
会上致悼词。通过悼念活动，我们兄
弟姐妹对外公早年参加革命斗争的经
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根据平陆党史记载，外公早年在
北京求学期间，就接触进步思想，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1933 年 5 月，外公与
平陆县党组织创立第一人李绍伯路遇
相识后，就引荐他先后参加了党的外
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和“反帝大同
盟”等。1934 年 9 月，李绍伯在太原由
张衡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衡宇
曾任运城师范教训中心主任，校长阎
子祥，时任河东特委书记，是其入党介
绍人。受省工委派遣，李绍伯回平陆
县发展建立党组织，不幸被捕，后无罪

释放。几经波折，1937 年 10
月 27 日，根据特委安排，时
任河东特委组织部长的李
绍伯在平陆县下磨村召开
了党员干部会议，宣布中共
平陆县委员会成立，任命李
晓峰为县委书记、关善绍为
组织部长、我外公薛经纶为
宣 传 部 长 。 1939 年 年 底 ，

“ 十 二 月 事 变 ”波 及 平 陆 ，
1940 年 1 月又发生了“平陆
事变”，平陆牺盟会领导的
大 好 抗 日 形 势 被 破 坏 。 刘
敬修、薛经纶随同县牺盟会
干部梁重民，共同领导一个
小分队打游击，后转移到中
条山上。在驻军赵寿山、孔
从洲部的掩护下，刘敬修、
梁 重 民 与 薛 经 纶 及 县 委 书
记赵荫华于 1940 年夏冲破
重重围困，到垣曲找到地委
机 关 。 在 垣 曲 关 家 村 休 息
两天后，他们即随夏县康杰
支队、平陆游击队和在平陆
工作的其他同志经垣曲、济
源沿山路而行，向太行山进
发 。 经 过 一 个 月 的 艰 苦 行
军，他们于同年 7 月底到达
山 西 武 乡 县 八 路 军 总 部 和
中 共 中 央 北 方 局 驻 地 砖 壁

村。刘敬修、薛经纶等在北方局学习 20
多天后，又到山西平顺县晋豫区党委驻
地，入平顺县太南地委党校学习。不久，
刘少白、梁重民、薛经纶等同志被分配到
太行区工作。刘少白到安阳县当县长，
刘敬修到山西壶关县抗日县政府任教育
科长，梁重民被分配到山西潞城抗日政
府任区长，薛经纶到潞城县任宣传部长，
1943 年调任上党区宣传部长，1945 年后
调任刘邓大军民调部长。1945 年，日本
投降后，薛经纶在陈赓率领下，在临汾参
与和国民党谈判半个月时间。刘邓过黄
河后，薛经纶调任陈谢兵团民调部长。
1947 年 8 月，随陈谢兵团从平陆茅津强
渡黄河，发动灵陕战役，后随军解放襄
樊，至武汉军管会成立时任军管会办公
室副主任。1956 年，刘子厚到任三门峡
工程局书记、三门峡市第一任市委书记，
薛经纶任办公室主任。刘子厚后调任河
北省委书记，薛经纶任河北省委办公厅
主任。

读到平陆党史中记载的相关内容，
我们对外公的敬意油然而生。书生出身
的外公，文气十足的外表之下，却有一颗
追求真理、为国图强的公心和大爱。自
古忠孝难全，外公舍亲为党、舍家为国，
不是无情无义，而是用忠诚写就了一个
大我，为我们后人如何追求人生意义树
起一个典范。受外公影响，父母要求我
们兄妹从小爱党爱国，崇尚教育，服务社
会。今天，我们兄妹 6 人，有党员 3 名，小
辈中党员也占到一半，大都从事教育工
作，分布全国各地。教育的崇高与永恒，
让外公选择超越小我，也让父母带领我
们兄弟姐妹沿着外公选择的道路前行。
历史证明，外公选择跟党走的人生之路，
是人间正道、光明之路，是子孙后代永世
都应该坚持走下去的真理之路。

（作者系运师附小党支部书记）

“红心向党”征文专设投稿邮箱
bnyqzw@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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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我坐在你空
空的米店……”站在办公室窗户边，欣赏着
窗外红花绿叶交叠、湿气氤氲的校园一角，
凝望着细雨落在浅浅的水坑中泛起的层层
叠叠的水花，这首在我们那个年代风靡一时
的民谣歌曲《米店》瞬间冲进脑海，毫无征
兆、异常顺溜。张玮玮慵懒磁性的嗓音和眼
前细雨淋淋的天气很是应景。我顺势在这
美妙的景、臆想的歌中走出了办公室，去欣
赏充满魅力的雨中校园。

走出综合楼往西南方向走去，就到了我
刚才在办公室看到的校园一角。真是“远近
高低各不同”啊！与刚才的远景相比，眼前
的红花绿叶是那样真实。虽说冬青是四季
常青，但任何时候的青色都不能与三月的嫩
青色相提并论，她那样的绿让人心碎，像极
了出生的婴儿，正在不露声色地蓄势生长。
亦如充满魅力的校园，正在辞旧迎新中爬坡
过坎、蓄势待发，不露声色却饱含着按捺不
住的十足劲头。旁边，并不高大的雪松，树
色苍翠、轮廓曼妙，此时有雨无风，在细雨中
的雪松静静直立着，纹丝不动，显现出精致
的刚毅和稳健；相映成趣的是如美艳娇妻一
般陪侍在他旁边的紫荆花，挂着雨珠。殷红
色的花朵充满着无与伦比的张力，在细雨的
滋润下，一枝枝、一丛丛地傲然开放。正所
谓“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单看树或单
看花，虽各成景色，美艳无方，但这种单一的
美，一旦放在高的树、艳的花组合在一起搭
配出的刚强和柔美艺术体面前，就实在相形
见绌了。这组合就像一对你情我侬的天作
之合，彼此欣赏，相濡以沫；又如同“你以苍
翠衬花红，我以红艳报君恩”的“青蓝”师徒，

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组合的背后，则是成
片的高高挺拔、树梢尖尖的柏树，远望去，一
棵棵肃穆挺立的柏树，构成了一幅庞大的背
景图，像极了这一对伉俪忠诚的卫士，衷心
护其左右，更像枕戈待旦的士兵，随时闻令
而动。

绕着冬青循步西行，左手侧突然出现了
一抹抢眼的鲜红，这是碧桃花，鲜红的花瓣
彰显着生命的律动。平日里总是匆匆忙忙，
竟无暇顾及这难得的美艳。此时，一阵微风
拂过，花枝招展，仿佛嗔怪我直到今天才发
现她的娇媚，又像是在极力向我展示雨中的
她是如何姿容美艳。我瞬间沉醉在这奇思
妙想中，闭着眼睛，久久回味……

突然，我好像想到了什么！快步折回，
站在起始点，向左望去，紫叶李叶子灰红暗
淡。再依次向右转望，紫荆花殷红鲜艳。再
绕冬青疾走，碧桃花鲜红娇美。哦！我无意
中发现了一道风景！由灰红继而殷红再到
鲜红，这层层递增的红色，难道不是和临晋
中学正由低谷逐渐走向振兴如出一辙，机理
相通吗？！当年的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是有
意为之还是妙手偶得，已经无从探究，但这
真是一张再好不过的临中走向复兴的诠释
图！

这是我的臆想吗？绝对不是！
小雨依然簌簌地下着，不疾不徐。因欣

赏太久，衣服已经湿透，我不得不回去慢慢
回味这雨中校园带给我的所见所感、所思所
想……

雨中的校园更显妩媚动人，娇花楚楚可
怜，绿树丛丛挺立，我愈发爱上这美丽的、处
处洋溢着朝气活力的临中校园。

三月·细雨·临中
■姬雪峰

在老家晋南，过清明节有吃凉
面的习俗。

如今在老家，到了清明的早晨，
仍然是漫山遍野扶老携幼，各家各
户的“碰盒”（一种古老的油漆食盒）
里，少了什么都少不了那碗凉粉拌
面。而母亲做出的清明凉面，凡亲戚
朋友吃过，无不啧啧称赞。

我曾问母亲，做清明凉面有啥
好窍门？她认真地说：“木有本，水有
源，人思祖先。做面就是做人。凭孝
心，靠诚心，多用心就行了。”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比如用料吧，就是在最困难时期，她
也会把用石磨推出来的精粉面攒下
来 ，等 到 清 明 节 再 做 凉 面 。每 逢 清
明，母亲都要亲为亲力，为祖辈做一
次清明凉面。清明前一天，她就会取
出一定数量的精粉面，加上定量的
水、盐等，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然
后用湿布盖严，饧一饧、揉一揉。反
复两三遍，让面均匀地与水盐结合，
增强其光滑、筋道和口感。

看到母亲擀面、切面的用心程
度，曾有人说，这就像观赏一场艺术
表演。你看她，紧系围裙，稳扎步子，
往案板上洒一层干面，用擀杖将面
团压成圆饼，再卷上擀杖，飞快地滚
动。那矫健的身姿，前倾后仰。腾腾、
腾腾，案板唱出有节奏的歌咏。为了
防止粘连，雪花似的面粉在她手中

洋洋洒洒，洁白的面片像朵白云，在
擀杖下伸展……薄得像张纸，圆得
赛月亮。嗬，这哪里是在擀面，分明
舒展的是一种人生的激情……

轮到切面，母亲却没了先前的
那种夸张，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圆圆
的面片对折成半圆形，再对折成扇
形。她放上擀杖，左手压稳，慢慢地、
慢慢地往怀里滚动；接着右手操刀，
顺着擀杖就势拉动，一来二往，手眼
配合，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到刀刃上。
这 游 刃 有 余 的 刀 功 ，体 现 在 一 个

“静”字上。唯见飞刀舞，难闻切面
声，是心如止水的专注，还是“静默
三分钟”的虔诚，都令人神往。仅一
锅烟时，层层叠叠的面片，就变成一
把把闪亮的银丝。

要煮面了。母亲往锅里倒进足
量的水，烧开，下面，等泡沫溢上之
后，兑入头遍凉水，逼退泡沫。一根根
银丝面，随着翻滚的浪花，时起时伏，
如鱼儿钻莲，似银龙戏水，随着四溢
的面香，悠悠然上升。这时需兑两遍
凉水，稍煮即捞，投入凉白开之中，再
摊在案板上，加熟油拌匀，用扇子扇
凉。所以，凉面也叫“扇面”。

至于用啥调面？母亲是这么说
的：凉面好吃重在调，样样数数少不
了。芥末开水烫捂严，辣椒加水先凉
拌，再加芝麻和食盐，滚油烫泼两三
遍。“三丝三碎”（胡萝卜丝、蒜苗丝、

黄瓜丝，碎花生、碎松仁、碎核桃仁）
切碾好，黄白凉粉（黄为豌豆凉粉、
白为绿豆凉粉）要配全，精品牛肉备
上点，干香椿儿味更鲜。

至此，清明凉面即告做成，可供
随吃随调。

我家的吃面时间，铁定在从坟
地回来后。因为回来之后，还要把所
有祭品从“碰盒”里取出来，摆在中
堂前的供桌上，再敬献一次，说是补
请没有找到坟茔的先人回家吃饭。

祭完之后，母亲就会端出满满
一盘色、香、味、形俱全的诱人凉面。
其 中 红 的 赤 红 、绿 的 碧 绿 ，五 光 十
色，让人馋涎。爽口凉面入嘴，胜似
山珍海味，我们晚辈都争先恐后抢
着吃，我总是吃得不打饱嗝不退席。
小妹妹，活像个戏剧中的角儿，嘴唇
被辣椒油涂染得像打了口红，鲜红
鲜红的。这时候的父亲，总忘不了温
一壶自酿的柿子酒，酒借面香，面助
酒兴，滋溜一盅，滋溜一盅，早把生
活中的万苦千辛，统统忘光……

母亲忙前忙后，看到一家人如
此品尝她的佳肴，脸上挂着难以掩
盖的满足，憋了一肚子的话，只讲出
一句：“别撑着，下午还有哩！”

这时我想：祖宗是在天上？还是
在九泉？应该和我们共享美味吧！

长大了，离家了，那时又无清明
假，想吃一碗母亲做的清明凉面，还

真成了奢望，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
往后一推再推。

退休了，自由了，能回家了，父
亲却不在了，母亲也苍老了。我说：

“妈，别做了，下挂面！”母亲笑着说：
“自己做，累是累，体现的是传承，表
达的是心意。早年，你姑父在岐山有
生意，带回的挂面，你奶都不用，还
和我硬用手擀哩！”我默然。这不是
明 摆 着 告 诉 我 辈 ：要 传 承“孝 亲 敬
祖，崇贤爱国”的传统美德吗？

年 年 清 明 ， 今 又 清 明 ， 时 移
世易。而今的我，也头白眼花，垂
垂老矣。启开老屋门，千呼万唤无
回应，土炕冰凉无双亲。原来，做
清明凉面祭祖的母亲，也变成了被
祭奠之人。

长相思，泪满巾。树欲静而风不
止，子欲养而不见亲。人子当尽千年
孝，清明长存一片心。幸有表兄留快
板，照录于后表寸心：

杏花桃花开得艳，
寒食清明紧相连。
西安转家祭祖先，
难忘妗子清明面。
擀成纸，切成线，
下到锅里莲花转。
挑上筷子打秋千，
咽到肚里爽半年。
纪念先贤不忘本，
敬老孝亲是典范。

母 亲 的 清 明 凉 面
■卫若珠

那年哥哥是村主任，雄心勃勃，
为了村民不知吃了多少苦。对于哥
哥的吃苦精神我理解，村干部身先
士卒，这才能有扎实的群众基础，有
了扎实的群众基础，不说发号施令
会一呼百应，至少说出的话大部分
人都会听。可是，哥哥一开始就要
在荒沟栽桑树这个事，大部分人都
不理解。虽然哥哥一再强调，等桑
树长大了咱们就养蚕致富，但祖祖
辈辈都靠种粮养家糊口的人，有谁
信养蚕能致富？

时光荏苒，看着长成的桑树叶
绿肉厚，哥哥让大家报名养蚕，可等
来等去，报名的一个没有。无奈，哥
哥买回蚕种上门去送，但真正把蚕
养活直到有了蚕茧的就村东张向阳
一户。

有了张向阳的蚕茧，哥哥又请
人把蚕茧弄成蚕丝。蚕丝虽不多，
但卖下来一算，每斤蚕丝也有 500 多
块 钱 收 入 。 这 个 消 息 就 像 水 井 里
投入了巨石，惊动了村里所有人。

眼看着养蚕有了希望，哥哥又
贷款给桑田装喷灌。因为只有桑树
旺长，养蚕才有保障。但万万没有
想到，装喷灌那晚，哥哥进屋就说：

“妹啊，村东老张叔去医院陪他老伴
住院了，你去把他家的蚕养起来。”

不知哥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
明 知 我 看 上 了 老 张 家 的 儿 子 张 清
源，可老张却说我头上有白发从来
不染，18 岁的大姑娘看起来比 38 岁
的女人还要老，这哪儿能要？

是啊，在农村，别说是姑娘，就
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的白发也经常
要染黑。可我不想染，不把白发染
黑是有原因的。那年，我高三毕业
考上了省城里的大学，爸爸说上初
中、上高中可以不染头发，但上了大
学就再也不是小孩，不是小孩就该
将白头发染黑。可我顺口问爸爸，

如果不把白头发染黑呢？爸爸说，
不把白头发染黑，就别去丢人现眼
上大学。

我生来胆小，知道同学茜茜染
发 过 敏 差 点 送 命 。 看 着 茜 茜 的 痛
苦，我咬破舌尖狠心发誓：一辈子都
不染发，若染发就不是娘生爹养的。

自然，我也就没有上大学，爹却
急火攻心，不到半个月就眼斜嘴歪，
不会说话了。

为了不染头发，老张不答应我
做他的儿媳妇；为了不染头发，大
学没上不说，还把一个好端端的爹
气成了半残。可眼下，哥哥又要我
帮张家去养蚕。虽然我嘴上答应，
但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情愿。因为全
村人都知道，当年张向阳不同意我
做他的儿媳妇，我这一去，村里人
肯定都会说，慧慧这才是真的巴结
张向阳，做不了人家的儿媳妇，急
得见空就钻。面对我咂嘴低头脚尖
蹭地的不安，哥哥好像看出了我的
心事，刚转身要走却又回头严厉地
对 我 说 ：“ 妹 啊 ， 不 管 你 心 里 咋
想，老张家的蚕你一定要按时去添
桑叶把它养起来。”

养蚕虽不是体力活，但却得格
外操心，桑叶不能湿也不能脏，湿
了 ， 蚕 吃 下 去 就 要 犯 “ 痔 疮 病 ”，
脏 了 ， 蚕 吃 下 去 就 会 “ 闹 肚 子 ”。
特 别 是 大 蚕 期 ， 室 温 要 求 控 制 在
27℃，如果低上一点也还行，但绝
对不能高。

去老张家的路上，我心里真是

五味杂陈。当打开蚕房门的刹那，
一 股 很 浓 很 浓 的 湿 热 味 道 扑 鼻 而
来，我急得眼都没眨就打开窗户通
风降温，接着又晾出保鲜的桑叶，
散去叶面上那微弱的水分。

就 在 等 待 叶 面 水 分 散 去 的 时
刻，我盯着成千上万条仰头蠕动、
寻找食物的蚕儿，忽然心生怜悯，
因为想到了那句作茧自缚的成语。

记得老师讲过这样一段话：我
们做事情不能像蚕一样，用自个的
丝把自个困住。就像我，痴迷地看
上了张清源，但却不能得到，还在
冬 去 春 来 傻 傻 地 等 。 可 转 眼 又 一
想，蚕作茧自缚是为了更好地繁衍
生息。蚕经过茧内蜕皮成蛹，然后
化蛾破茧出壳，再拿出生命的全力
繁衍出新的一代。

想到此，我忽然兴奋不已，哼着
小 曲 将 晾 干 了 的 桑 叶 散 落 在 蚕 床
上。不一会，屋里就有了美妙的蚕
食沙沙声。这沙沙声给人希望、给
人力量，只有“作茧自缚”才有化蛾
破壳。立马有一道闪电划破了我郁
闷的心窝：为了清源，我就得染发！

可是，茜茜染发死去活来的阴
影又浮现在眼前。无奈中，我只有
默默长叹，长叹中期望老张叔观念
转变的那天早点到来。因为老张叔
已经看到城里的姑娘、小伙都将黑
发染成一绺一绺的白发。可就在老
张叔陪老张婶出院回家的当晚，哥
哥很是严肃地对我说：“妹啊，老
张叔家里的蚕你还得继续喂养。”

听了哥哥的话，我没有问为什
么，也不想说“老张叔他们都回来
了，为啥还让我养？”我只是拉着
脸嘟囔：“你就知道让人家帮老张
叔养蚕，却为啥不给老张叔说，让
我做他的儿媳妇？”

哥哥两眼含泪边递信边说：“就
在老张叔陪老张婶住院的第三天下
午，部队上来了一封信，哥以为是他
们的儿子清源从部队上写来的，没
多想就顺手拆开，但内容却是清源
牺牲在越南边界战斗中……”

我接过哥哥手中的部队来信，
泪流满面，边看边抽泣，很快就不
省人事。

记不得我从不省人事中是怎么
挺过来的，只记得我在哭泣中对哥
哥说，这事先别告诉老张叔和老张
婶。哥哥问，为什么？我说，老张婶
身体虚弱经不住打击，老张叔心力
交 瘁 、情 绪 不 好 。 哥 哥 再 问 ，这 咋
办？我平生第一次鼓足勇气不假思
索 地 说 ：“我 顶 替 清 源 的 爱 人 去 部
队。”

听了我的话，哥哥立马就问：
“你的顶替是一时还是一辈子？”

哥哥的提问不是多余，因为老
张叔的大女儿出嫁日本，她不会回
来 照 料 老 人 。 而 我 ， 早 就 看 上 清
源，要做他的爱人。这就是缘，这
就是选择，哪怕是作茧自缚，我也
下定决心，一辈子顶替成清源的爱
人，做好老张叔、老张婶的儿媳，
绝不改变！

顶 替
■翟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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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的画卷
亘古的黄河在呐喊
汹涌的长江在歌唱
上下五千年的追求和梦想
铸成了华夏秦岭
珠穆朗玛峰的脊梁

翻开历史的画卷
南湖的红船
在疾风骤雨中劈波斩浪
十几个热血青年
将新思潮的理想点燃
寻找着改变中国命运的方向

翻开历史的画卷
这条承载着憧憬的游船
在暗礁险滩中艰难前行
一声呼啸割断旧世界的枷锁
一声呐喊砸碎灰暗的岁月

翻开历史的画卷
每一处革命圣地
都是闪亮的航标
指引万千条革命航船前行
英勇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
用初心践行新时代的使命
洪水肆虐中用身体铸成堤坝
废墟倒塌下撑起一方晴空
朝着太阳的方向
擘画未来 绘制蓝图

翻开历史的画卷
■李竹青

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

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