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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邮局汇款是一种极为常见
的汇款方式。在那个国家还很落后、百姓
还很贫穷的特殊年代里，邮局汇款虽不是
唯一的途径，但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得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
郑州大学，开学前夕，父母虽给我凑足了学
费，但还是很为难地说：“先把学费带着，生
活费陆续给你寄去，带那么多钱，我们也不
放心啊。”其实我知道，我的学费是父母东
挪西借来的，我点点头。

到了学校之后，我会在每个月的月底，
准时收到父亲从邮局给我寄来的生活费，
每次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父亲总会写上
几句温暖的话：多买点吃的，咱家的大母猪
卖了，多给你寄了一百元……

读着千里之外的嘱托和期盼，是喜？
是悲？难以名状，唯有深深的感动，感动之
余，我便刻苦学习，好好报答我亲爱的父
母。生活费我向来都是节省又节省，因为
这钱来得实在不容易，朴实善良的父母靠
着几亩贫瘠的耕地，供我学习、供我生活。
即便如此，我仍然盼着月底快点到来，盼着
汇款单，盼着那几句热情洋溢的“附言”。

写满爱的附言、蕴含着感动和感激的
汇款单，伴随着我度过了刻骨铭心的大

学。不负众望，我顺利毕业，并拥有了一份
还算不错的工作，终于盼来了报答父母的
时刻，我如法炮制，将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
母寄去了一半，在附言栏里我郑重地写下
了：这钱是孝敬父母的，买点好吃的吧！

心存感激就应该懂得感恩回报，我每
月如期地给父母寄钱，而且从来没有忘记
在附言栏里写下几句想说的话，同样的回
馈方式，一样的感情传递。尽管随着时代
的变革和进步，银行卡已经悄悄地走进了
百姓生活，但是我知道父母需要的不仅是
能补贴家用的金钱，更需要的是儿女在汇
款单上留下的附言，把爱写在附言里，是我
一生的钟爱。

努力打拼了几年，我萌发了在城里买
房的念头，有一段时间跟父母商量此事，
电话里的母亲唠叨起来：“房子这么贵，你

哪来的这么多钱？”我忙安慰母亲，可以做
低息贷款，慢慢地还钱，母亲似乎有点明
白了，一个劲地说：“噢，还有这等好事？
你看着办吧，你做事我们放心，也大力支
持你。”

筹备首付，弄得我焦头烂额，到最后还
差五万，我束手无策，该借的都借了，怎么
办？我不相信雪中送炭，更不相信天上能
掉馅饼，可面对邮递员送来的六万块钱的
汇款单，我一阵欣喜若狂，更让我捉摸不透
的是，汇款单上竟然没留下汇款人的地址
和姓名。我习惯性地查看附言栏，附言触
目惊心，我禁不住哽咽住了：这六万块是你
以前寄给我们的，加上我们全部积蓄，希望
能对你买房子有所帮助。

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问他为什么要
用匿名的方式给我汇钱，父亲笑笑说：“因

为爱写在附言里，我相信你会明白的，难道
我就不能给你一个惊喜吗？钱全部退还，
但是，你以前所写的爱的附言，我们全部收
下了。”此时的我却怎么也笑不出声来，一
切尽在附言里吧！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改革
开放走过的第 41年，祖国的城乡建设取得
了巨大成就，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汇款单逐渐被银行卡、微信转
账、支付宝所代替，而我也渐渐融入了这样
的一个新时代、好时代，很感慨这些方式给
我们的付款、汇款和生活带来许多的便捷
和安全。

当年老的父亲也学会银行存取、微信
转账时，历经沧桑的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
容：“还是中国共产党好啊，还是改革开放
好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农民也
能用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了，还记得以前
的汇款单吗？”

我怎么会忘记汇款单呢？它不仅是祖
国腾飞的一个缩影，见证改革开放的发展
历程，同时也是我和父母之间感情的纽
带。尽管现在很少用邮局汇款了，汇款单
似乎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但是关于
它的故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长 河 浪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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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早晨，寒气袭人。我们一行来到南京中
山陵，瞻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陵
墓。

中山陵位于紫金山东峰茅山南麓，依山就
势，坐北朝南，气势恢宏，前临一片平川，后依巍
峨碧嶂，景色优雅，美如画卷。我们首先踏入的
是陵园下端的半月形广场。这里开阔雅致，松柏
等常绿乔木高大魁伟，青翠苍绿，枝叶相交，浓郁
遮日，广场南面的八角形石台上一座玲珑剔透的
紫金宝鼎矗立在这里。广场上方是高大的花岗
岩牌坊，白柱蓝顶，气势雄伟，上有孙中山先生手
书的“博爱”两个鎏金大字。穿过高大的牌坊门
往上看，能感受到中山陵建筑布局讲究，设计巧
妙，主要建筑如牌坊、甬道、陵门、石阶、碑亭、祭
堂和墓室都排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建筑风格。陵墓坐北朝南，呈“自由钟”形式，象征着“示警”民众，建立独立、
自由、民主国家的强烈愿望。

穿过牌坊，就是中山陵的甬道，通往墓室的甬道由几百个台阶组成，全部用花岗
岩铺就。甬道两旁是高大苍翠的雪松和桧柏，松柏树两旁各三行，排列整齐 ，高大浓
郁，粗大的枝丫伸向蓝天，像一个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伸出粗壮的胳膊，向苍天祈求什
么。边缘是林荫路，林荫路的边缘是一些国槐、银杏和枫树，纵横交错，逐渐往山上延
伸，不时有黄色的和红色的树叶从树上飘飘洒洒地自由落下，在树下铺成了金红色的
地毯。我们拾级而上，感到一股由山上吹下来的似有还无的风，带来一阵阵寒气，越
往上走感觉越明显。走了大约 500米，就进入了中山陵的陵门。陵门正上方，孙中山
先生手书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刻在上面，显得格外耀眼。

走出陵门，前方不远就是碑亭。碑的背面没有任何文字，据说，原先是计划写碑
文的。考虑到用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总结概括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所以有人提议，
就空白好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走过碑亭，台阶逐步增高。从博爱坊到墓堂共三百九十八个台阶，其中，八个缓
步平台，每个缓步平台之间的台阶数量不等。其中各有奥妙，从下往上看，只见台阶
不见平台，而从上往下看，却只见平台不见台阶。原来，民国时期，我国人口具体统计
是三亿九千八百万。所以，就修成了三百九十八个台阶。登上台阶，最后一个平台前
就是祭堂，祭堂是仿宫殿式建筑，建有三道拱门，中间拱门的正中，书写着“天地正气”
四个黄色大字，门楣上刻有“民族、民权、民生”六个大字分外醒目。这是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和一生追求的奋斗目标。进入祭堂，
正中安放着孙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坐姿雕像，雕像高 4.6米，端坐平视，神态安详，形
象逼真，栩栩如生。四周花团锦簇。底座雕刻着六幅浮雕：如抱赤子，出国宣传，商讨
革命，振聋发聩，护国讨袁，国会授印，是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生动写照。

走出祭堂，站在祭堂的平台上，朦胧的阳光已经爬高，向南望去，居高临下，视野
开阔，给人一种“会当绝凌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极目远眺，山峦起伏，云蒸霞蔚，
郁郁葱葱，蕴藏着无限生机。蓝天白云下，整个南京市区，尽收眼底。

巍巍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伟大品格与不朽精神的象征，孙中山先生如长青之
山，生命虽逝而精神永存。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我想，如果孙中山先生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祖国的繁荣景象和强盛局面，
他定会含笑九泉的。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刚醒来的
赵明感觉体乏无力，脑袋更是昏昏沉沉
的。他记不得自己睡了多久，房里的一
切似乎熟悉，但他又不敢肯定。这是哪
里？是家吗？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房
间，走出了家门，周围的建筑物熟悉却又
有点陌生。

漫无目的地走着，赵明感觉越走越
精神，也许是出了一身汗让他感觉轻松
不少。

走在这条小路上，过往的人中有人认
识他，起初都是惊讶，而后又一脸喜悦地
向他打招呼，只是他记不得他们的名字。

赵明穿梭在茫茫的行人中，他沿着
来时的路往回走。一个下午的时光，赵
明 的 脑 海 里 全 是 这 些 问 题 ：我 到 底 是
谁？我做过什么？我的家？我的家人
呢？

在一个街角，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
了，一位老爷子无缘无故倒在路边。赵
明迅速跑上去拨开人群，正当他要向前
救援之时，赵明被一位中年大哥扯住，提
醒道：“别多事，搞不好摊上事儿！”

赵明愣了一下，随后没有犹豫地向
前扶起了老人。老人没想象中的严重，
就是腿脚不便，不小心自己跘倒了而已。

老人刚站稳，人群中跑进来一个小
伙子，围着老人有模有样地像在检查。
而后才问：“老爷子，你没事吧！”

没等老人回答，小伙转过身来问赵
明：“是你扶起老人的吧？”

赵明点点头道：“是的。”
“那好，这就好办了。”小伙子的话让

人费解。
“你是大爷家人吧？来了就好，我正

好有事，得走了。”赵明打算离开。
“你……你……还不能走……”小伙

子支支吾吾。
赵明听出来了，被刚才大哥言中了，

他没好气道：“咋的，你想怎样？”
“不是……你不要误会。”小伙子向

人群外四处张望，额头急出汗来。
此时，被扶起来的老人恢复了神智，

紧紧握着赵明的手激动地说：“年轻人，
太感谢你了。”

赵明憨憨地笑着，说：“大爷，这不是
应该的吗？”

老人沧桑的眼神看着赵明许久，才
感叹道：“不容易啊！”

就在这时候，人群外进来两个年轻
人，一男一女急匆匆的样子。小伙子见
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你们怎么才来
呀？”

一男一女胸前都挂着工作牌，是记
者。年轻的男记者问小伙子：“是你打的
热线？”

“对，我打的热线，他做好人好事，难
道不该报道吗？”小伙子急忙问道。

“你，你，你是赵明。”当女记者看到
眼前的人是赵明时，她似乎激动不已。

赵明一愣，记得醒来后，第一次有人
这样叫他的名字。原来自己叫赵明，他
愣愣地点点头。

“你不记得我了？”赵明只是摇头。
“ 对 啊 ，忘 了 ，上 次 见 你 时 你 还 睡

着。”女记者显得不好意思。
“你不是……你醒了？”女记者一惊

一乍。
“就今天，刚醒来。”赵明如实回答。
“我们都想知道，你刚才救大爷时，

就不怕惹事上身吗？”女记者进入角色很
快。

“没想那么多。”
“你当时是怎么想着要救人的？”
“难道这不是应该的吗？”赵明反问

道，问得女记者和围观的人群一时没了
话语。

“对不起！我得回家了。”看到女记
者还想往下问，赵明没给机会，说完就出
了人群，向家的方向走去。

“这人怎么这样，太傲气了。”年轻的
男记者声音不大，没好气道。

“你闭嘴。知道吗？他是赵明。”女
记者严厉地制止男记者的不敬。

“他，他真的是赵明？那位一年前奋
不顾身抓匪徒的警察？”男记者忐忑地问。

女记者白了男记者一眼，望着赵明
离去的方向，只见一个伟岸挺拔的身影
正在前行。

老公回老家了，带回来一箱晒干的蒲
公英，蒲公英俗称婆婆丁，它不仅有消炎
杀菌的功效，还美味可口。每棵婆婆丁都
被婆婆洗得干干净净，可直接入杯泡水。

每当婆婆丁绿意婆娑之时，我回到婆
婆家，便拿上铲子袋子，满怀欣喜地去村
子里的那条河岸上去挖婆婆丁，闻讯而来
的嫂子便也会去帮忙，她们的速度总是比
我快了很多，不一会儿，我便会满载而归。
婆婆因病腿脚不方便，自是不能去的。

可是我不知道，在我没有回去的这段
时间里，她用了多少时间跨过沟沟坎坎，
怎样蹒跚地走到那条离家不算近的河岸，
费了多少工夫挖了那么多的婆婆丁，又用
了多少的时间择净洗好晾干。

有人说婆媳犹如天敌，同时爱着一个
男人，却因爱的天平而虎视眈眈。三毛也
曾写文，说知道婆婆要来，夜不能寐，如临
大敌，怕婆婆挑剔种种。

我也曾腹诽过婆婆的三不管：结婚、
生子、买房子，可是又不能不体谅她多子
多重负的境况。老公弟兄众多，又排行近
末尾，等我们结婚时，婆婆家底极近朝天，
不要说帮我们什么了，老公还得拿出自己
积攒的钱给弟弟盖房用。我知道埋怨亦
无益，也明白老公作为哥哥应尽的责任和

情分，所以也不多说什么。好在婆婆觉得
家境贫寒，好像亏待了我，所以对我从不
挑剔。每次回家，从不让我提水烧锅做
饭，说我提不动，说我不会烧，说烟雾太
大。时间久了，让去做饭的嫂子和弟媳心
生嫉妒。我亦自知，再回去便买上些现成
的菜，遇上过节更是买了双份的以便大家
分桌聚餐。嫂子心已释然，看着我们带回
去的种种物品，感慨说：“也难怪婆婆不挑
剔你，你也做得确实挺好。”

婆婆也是“娘”呢！何况她辛辛苦苦
养大的儿子拱手送于我，让我们在烟火人
生的日子里相互陪伴，共度余生，这份馈
赠我们当心怀感恩。而婆婆又只做一个
远远观望的人，儿孙的生活，她从不想介
入，亦不会多言。只是见到我时常常提起
我们许多年前给她找药方的事，“幸亏你
俩，给我找药方，年年给我买酒泡药，这条
命才能到现在，还感觉腿轻了，要不是这
样，我早不知道哪去了”。儿子媳妇的好，
她一直记得。所以每当我们回去，院里要
么是给我们预留的一畦韭菜，要么是硕大
的冬瓜，金黄的木瓜，红圈的大枣，匀称的
胡萝卜，亦或是晒干拣净的大豆玉米……

近几年，婆婆村里大棚菜红红火火，
远近闻名，村里家家户户的生活也有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于是，婆婆公公和诸位哥
嫂商议，让我们在老家也有了一亩之地，
一宿之房，观之心生感动。

每当我看着杯子里漂浮着的蒲公英时，
就仿佛看到了行动不便的婆婆为我挖蒲公
英的情景，心里便充溢了感动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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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抬头望，窗外银杏叶从油绿
变成了金黄，萧萧落下，天在深秋，隆冬在
即又一年！回首往事，岁月如烟，或喜或
悲，都随这秋风逝去。

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或者是
我，我们在春天里欢笑，或者陶醉；夏日的
清晨，与莲花相遇，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秋风送爽喜秋收，稻花香里说
丰年；冬赏蜡梅斗严寒，百花秋草都丰富了
我的生活。

翻看日记，2009年，我以无比欢悦之
心乔迁新居，儿子顺利进入高中阶段的学
习，我以“知足”二字表达吾感。当年，我与
爱人月薪 3000余元，房贷占去大半，日子
全靠我精打细算，不能亏读书的儿子，更不
能亏年迈的老人，我只能从自己身上省之
又省，就别谈奢侈品和远方了。日子虽然
有些窘迫，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苦，因为
努力读书的儿子给我以希望。有句话不是

这样说吗？有希望就有未来，有未来的人
生是有奔头的！

记得 2009年搬家的时候，老公背包袱
上三楼，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下次搬
家，我是背不动啦。”我对他说：“你放心，咱
这辈子再也不会搬家了！”当时，与原来的
旧房子比，新居好比天堂，10万元的房贷像
座山一样的沉重，真的没有再换房的打算，
然而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快，我们的工资陆
续涨了 4倍有余，生活一天天在变好，为提
高生活质量，改善住房条件，我卖了回迁

房，置办了环境优美的电梯房，装修在即。
十年里，我同儿子一起进步。通过自

学考试，我取得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证
书。在我家里，最熟悉最温馨的画面就是
全家人都沉浸在读书的乐趣里，有时半天
不语，有时又侃侃而谈。“知识改变命运”
这句话激励着我与家人奔向理想生活。
2014年，我与老公先后拿到了驾照，购买
了汽车，我脚上如添了风火轮，加之“五
一”和国庆节期间高速免费政策的实施，
国内美景任我游。2016年，儿子从山东大

学毕业，申请到美国某高校博士深造的机
会。好日子从无到有，是我与家人努力奋
斗的结果，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受益人。

今年是伟大的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十
月一日，我与爱人公园散步赏秋，回到家
看国庆大典，心潮澎湃。我对老公说：“凡
事往好处想，日子会越来越好”。有句话
说，五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我将在路
上。今天，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人生，那就是

“感恩”，感恩遇见，感恩所有的美好！
展望未来，十年后，我会在哪儿？又

会过怎样的日子？是含饴弄孙，还是周游
四方？我坚信，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路途中
擦肩而过
你满脸的沧桑
瘦削的身体

背着
重重的行囊
你一路走来
行囊里有
汗水、泪水、心酸、误解

我劝你
别走了，或歇歇
你坚定地说
不怕
母亲在老家眺望着你嘞

刮着寒风
下着雨
踏着泥泞
你无惧地走着

谒
南
京
中
山
陵

□
魏
建
国

曹曹曹 风风风 岁月有痕，我的十年
□ 吕翠芹

英 雄 不 会 失 忆英 雄 不 会 失 忆
□ 农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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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国

希望之光

苗 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