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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忠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些记忆如璀
璨的星辰，永远闪耀着光芒；有些身影
似巍峨的高山，始终屹立不倒。于我
而言，父亲便是那最亮的星、最高的
山。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如同一
部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爱与奉
献、责任与担当。

一

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那个年代，识字的人少之又少，而

父亲却凭借着自己的学识，成为了村
里的“能人”。

不管谁家有红白喜事，父亲总是
在礼房管事，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钱款账目一清二楚，尽心尽力地帮人
家顺利过完事。

在别人家分家的时候，父亲总会
热心地帮忙合理分割家产，明确父母
养老责任，并书写分家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人家总
会请父亲给他们念远方的来信，并帮
忙书写回信。

父亲常说“应人事小，误人事大”，
所以只要是邻居们家的事，不管是农
闲还是农忙时候，他总是热情帮忙，毫
无怨言，哪怕耽误自己家的事情也在
所不惜。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父亲的影响
无处不在。

我在村里上小学和初中时，村里
的公办教员甚至是校长们，总有父亲
的同学。他们一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关
心和帮助，另一方面，也无形中给了我
许多压力，这一切都促使我更加努力
地学习。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父亲的
激励下，我在1978年的运城地区中考
通考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录取到
夏县最高学府夏县中学。

去夏县中学报到那一天的情形，
至今仍历历在目。父亲借了别人家
的自行车，载着我和住校的行李，一
路上坡，骑行了 21 里。我坐在后座
上，听着父亲大口大口的喘气声，看
着汗水顺着父亲的脊背流淌，浸湿了
他的衣服，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感动
和愧疚。

父亲为了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这一切都激励着我要刻苦学习，争取
考上大学。

二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的春风刚
刚吹起，父亲作为大队会计，随公社考
察队一起赴山东、天津、北京等地参观
学习。在山东参观时，父亲特地买了
一些莱阳梨，去看望正在天津大学上
学的大哥。在北京，父亲参观了天安
门，瞻仰了伟人。父亲的这些经历，给
了我们极大的鼓舞。1981年，我顺利
考上了山西大学。

在我去大学报到前，父亲专门找
木匠给我做了一个大箱子，并刷了油
漆，还花了100 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块
当时正流行的上海宝石花牌手表，买
了一双时髦的三接头黑色皮鞋和一身

绒衣绒裤。我知道，这些都是父亲和
母亲一道努力挣工分，省吃俭用才换
来的。而且那时父亲大病，都还在坚
持会计工作，为我们这个家默默付出。

我结婚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为我
在大哥的宅院西边规划了一座宅基
地，并盖了三间砖瓦房。2007 年，父
亲、母亲与我们兄弟俩一起又翻新了
院房。父亲和母亲一生都在为这个家
操劳，为我们兄弟俩的未来谋划。

父亲在大队会计任上，开源节流，
精心理财，和村干部一起认真规划，把
村里的学校从关帝庙搬迁到村中部的
大队部对面，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的办
学条件，为村里的孩子们创造了更好
的学习环境。

父亲和母亲经常教导我们，不要
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出来的，鼓励我
们为村里建学校、盖戏台、修路捐款，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的言传身
教，让我们懂得了感恩和回报。

父亲从大队会计任上退下来后，
又被村里几任电工聘为收费员。父亲
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上高爬低抄电表、
算电费，账目清楚，人人满意。父亲的
一生，乐为他人服务，他的奉献精神深
深地影响着我们。

在病重的日子里，父亲忍受着病
痛的折磨，从不对我们发脾气，也不愿
意麻烦我们，一直坚持自己吃饭、上厕
所。直到生命的最后4天，父亲实在行
动困难，才由大哥侍候料理。父亲的
坚强和自立，让我们敬佩不已。

父亲在世时，我每次从老家返回
太原时，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都
要送我，看着我买了票，坐上车，直到
汽车远去。

他经常跟我们说：“我干大队会计
40多年，没有贪污过集体一分钱。你
们兄弟俩给公家干事，一定要老实本
分，踏踏实实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尽

自己能力，为家族争气，为国家作贡
献。”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成了我
人生的座右铭。

三

父亲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磨难。
9 岁的时候，爷爷在杨村一人家

挺活（扛长工）被人骗，主家要扣爷爷
的工钱，或是拿几石麦子作为赔偿。
无奈之下，爷爷和奶奶商量后，只好把
刚刚生下来的三叔给了山上一户人
家，换取了一些救急的粮食。父亲一
直记着这件事，后来在张郭店村读高
小时，打听到有同学是三叔那个村子
的，便让引路，多次去看望三叔。

再后来，父亲和三叔都在各自所
在大队担任会计，两人在一次卖棉花
时相遇。在父亲的帮助下，三叔村的
棉花才得以卖掉。那次，兄弟俩开诚
布公相谈、相认。可为了照顾三叔养
父母的心情，两家一直到老人家去世
后，才真正开始来往。父亲真心为叔
叔家，知道叔叔儿子的订婚对方退婚
而不退彩礼的事情后，一向好脾气的
他竟然直接去到了对方家里，很快把
问题商量解决了。

接到突发疾病的亲戚、村民电话，
父亲总是不辞辛苦，忙前忙后，帮忙联
系医生看病，办理住院手续，挽救了不
少人的生命。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
优势，做媒促成了不少青年男女的婚
姻大事。父亲的善良和热心，赢得了
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
是我们一生的榜样，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父亲的正直、善良、勤劳、奉献，将
激励着我不断前行，我知道，父亲希望
我们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会永远以父亲为榜样，努力生
活，为家族争光，为社会作贡献。

我心中最亮的星

嘉宾王水成：全国食疗养生大会高级
顾问，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

地利人和有健康（下）

【问】北方有句老话“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劳大夫开药方”。为什么冬天要吃萝卜？

【答】因为北方以面食为主，而面属热，
需要萝卜来解其热毒，吃萝卜还能顺气开
胃。可是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冬天不
再是只吃萝卜、白菜加土豆了，我们想吃什
么就吃什么。然而，现在人的身体素质，和
以前那些只吃萝卜、白菜的人相比，反而是
越来越差。其实就是因为没有顺应人的

“地利”去生活。
北方人有北方人特有的体质，就要顺应

北方人的生活方式。如果偏偏学南方人整
天吃海鲜，那么疾病就离你不远了。

所谓“地利”就是顺应地理，南方人不要
学北方的生活习惯，北方人也不要学南方，
各守其本，保持自己本土的生活习惯，是最
好的养生。

【问】除了“天时”“地利”，我们是不是
更要注重“人和”？

【答】所谓“人和”，就是要认识健康、疾
病与每一个人的关系。人不一样，人体的
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心理特征
也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自身的健康状
况，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进行养生保健，适
度地参加体育锻炼，正确地求医问药，量力
而行地进行社交活动，开朗豁达地与邻友
和睦相处。

以进补为例，男性应以补气为主，女性
应以补血为主，老人应以药补为主，孩子应
以均衡饮食为主。酸甜苦辣咸，你吃了补
益身体，他吃了就不一定有任何作用。

天时地利，还需人和。如何人和？在
于心。会保养，懂养生，但整日和人勾心斗
角，明争暗斗，那前面说得再好，做得再好
也是白搭。

心要静，气才能匀，气匀神才能聚，神
聚精才能充盈，精充人就能长寿。都说学
习要用心，用心不是说让心动，而是说让心
静，只有静中求动，方能达到心神饱和。不
用心，做出来的事都是没有生机的；用了
心，再难的事都容易完成。

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很可贵，用心创
造自己积极快乐的人生。“用心”不是动心
眼，耍心计，而是指发自内心的真真切切的
东西。你真心对人，人必然也会真心对你。

把以上说的养生方法认真用心地去
做，坚持，循序渐进，收获自然就会随之而
来。上晓天，下晓地，中通人事。天时、地
利、人和，可得长生久视。

人类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必然要
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应天时，顺地利，
享人和，才能适应自然，健康生存。不顺
天时，不知地利，就没有人和，人不和就是
疾病。

冬吃

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