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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WANGSHIYOUYOU
凡心有所爱，不用深爱，心有所憎，不

用深憎，并皆损性伤神。——《备急千金要方》

永钊大哥
□施光华又一个儿童节来临，而此时，我的儿子正在紧张

地备战高考。他已经走过了懵懂的少年期，迈入了
青年的门槛。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既是对儿子当年
过儿童节的美好回忆，也希望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对广大家长谈点体会与感想。

每一个儿童节，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都是人生
一个向上的台阶，走好每一步，对孩子未来的发展都
是有益的。孩子就像小动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茫然无知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学习与感知，渐渐完
成了从动物性的人向社会属性的人转变。这当中，
父母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2016 年儿童节到来时，我又想起当年的“红药
水”来。

先说事情的来由吧。儿子读小学时，那时我负
责每天送他上学，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到了校
门口，才发现自己的红领巾没戴。按学校规定，学生
不戴红领巾是不准进校园的。此时，我经常有两种
选择，一是在校门口买。校门口有个小摊，有卖红领
巾等物品的，也许摊主就是看中了小孩子丢三落四
的缺点才来摆摊的。二是假如那天买不到，我只好
回家去取。为此，我没少折腾。

儿子小时便自立，放学后自己回家。因为我下
班要晚点，儿子先回家便做作业。所以我给儿子配
了把家里的钥匙。有几次邻居阿姨打我电话，说我

儿子早晨出门忘了带钥匙，现在在她家做作业。邻
居阿姨怕我打电话到家里，家里没人接听而着急，所
以给我打了电话。

还有几次，儿子说早晨忘了带水，一天都没喝
水，渴死了。

儿子时常忘带学习与生活必需品，我自思我也
有责任。为了帮儿子克服这毛病，有一年儿童节，我
跟儿子说：“儿子，今年的儿童节，我们确定一个主
题，那就是习惯，我们都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
对生活对学习都有帮助的。”我转而说，“你看看，你
经常上学忘带三样东西。”儿子红着脸笑了，说“红领
巾、钥匙和水。”

那怎么办？我们共同想办法。
于是，我跟儿子说，我们每次出门念一句：出门

要带“红药（钥）水”，这样好不好？儿子以前滴过“红
药水”，现在这三个字成了“红领巾、钥匙和水”，儿子
笑着一下子就记住了。

从此，儿子再也没丢过这三样东西。这个好习
惯算是养成了。

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
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就应该通过教
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儿童节来了，让我们不妨
也确定一个主题，那就从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开始
吧。因为，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当年“红药水”

□周二中

西瓜是夏天里不可缺少的瓜
果，每逢夏天，从西瓜上市到退市，
我是从头吃到尾，有时候天气很
热，我可以只吃西瓜不吃饭。

小时候我家在农村，但当时我
们那里并不种西瓜，与母亲上集市
才能看到卖西瓜的摊位。我常常
拉着母亲的衣角，站在西瓜摊旁，
死死地盯着西瓜，老半天不转眼
珠。母亲看我的可怜样子，忍痛从
她裹着一层一层的小手绢里找出
五分钱，买一块西瓜给我。咬一口
甜掉牙，吃了几口后，才发现母亲
没有吃，让她咬一口，母亲却不舍
得，我慢慢地吃，一直把瓜皮啃到
只剩薄薄一层才恋恋不舍地把它
扔掉。

后来，我们村里开始种西瓜了，
我的爷爷在村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看守瓜地，原因很简单，他们害
怕监守自盗。爷爷是抗战时的英雄，是一位共产党
员，大家都信服他。爷爷知道我特别喜欢吃瓜，起初
爷爷从地里回来，偷偷地给我带一些小瓜，就是那种
香瓜，我不要，只吃西瓜，站在爷爷的面前流眼泪，缠着
爷爷，不放爷爷去瓜地。爷爷没办法，我是爷爷最疼
的孙子，他不舍得让我哭，就和我约定，只能在大中午
时去瓜地，并且不能让人看见，要偷偷摸摸地去。到
了中午，太阳正大，村里村外无一人影，我就像小耗子
一样地溜进瓜地。爷爷看见我，进到瓜地找一个最好
的西瓜摘了。那西瓜是黄沙瓤，又沙又甜的，爷爷看
着我像小猪一样地吃瓜，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爷爷很勤劳，西瓜地里连一棵草也没有，他种的
西瓜又大又甜，瓜熟了以后，每家每户一次都能分到
五六个大西瓜。有时候瓜分的次数很勤，瓜还没吃
完，下次的瓜又分来了，可是，我却卖见到母亲吃瓜，
只是有几次看见我吃过的瓜皮，母亲捡起来重新啃
了一遍。见母亲这样，我就给母亲拿一整块的瓜，母
亲却推辞了，她说，她不喜欢吃。我家里的西瓜渐渐

地吃不完了，母亲就在村西头的大路上摆放了一个
小桌子，把剩余的西瓜放在了那里卖给过路行人。
母亲说，爸爸不在了，家里没钱不行呀，卖几个西瓜
就能交学费让我上学了。爸爸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就
去世了，从那以后，母亲从来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
服，她穿的是爸爸的旧衣服改的，年少的我顿时明白
了母亲不吃西瓜的真正意义了，从此以后，不管村里
能分到多少西瓜，我就是一口不吃，为的是让母亲把
西瓜卖了，好换更多的钱。我相信，家里有了钱，母
亲就会有新衣服穿了，我想看到母亲那穿新衣服的
俊模样。

这事情如今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我早已经在城
市安家了，早几年我就把母亲接到了我的家中，生活
条件早就得到了改善，我早已经对西瓜不是那么爱
吃了，可每到夏天，市场上开始卖西瓜了，我就会买
来一大袋子西瓜，拿出来切开后，总是先让母亲吃，
母亲吃时总是说，这西瓜真甜呀！她说话的时候，把
那“甜”字的音，拉的好长好长，我知道，那西瓜一直
甜到母亲的心里……

往事悠悠征稿啦

悠悠往事，总在心头。提起笔，记下那件

事、那个人、那段岁月.....往事悠悠专版欢迎

投稿。我们不要文采斐然、不要辞藻堆砌、更

谢绝抄袭；原创的，真实的，都是美好的。提

醒：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包含邮政编码。

投稿邮箱：zyq_405@163.com。

童年的西瓜

□郭红勤

我的家乡位于肥东县的一个小集镇。
在我儿时记忆里，这个小集镇贫穷、落后但

人们善良、淳朴。一个大队下辖10个生产队，乡
亲们整天窝在一块干农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贫困生活。

有一天小集镇上传来一个好消息：永钊大
哥光荣退伍回乡啦！人们好不兴奋，你想想，一
个闭塞贫穷的乡村小集镇，今天从大上海复员
回来一位退伍军人，将会给老乡们带来外面世
界多少新闻消息啊，人们期盼啊。永钊大哥果
然名不虚传，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身板，加上和
善、智慧的面容，以及侃侃而谈的话语，一下子
就把我们给吸引住了。

我当时初中毕业刚回乡17岁，那时他30多
岁，拿现在的话说也是他的铁杆粉丝吧。永钊
大哥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晚上就用手动织袜
机织几双袜子换钱补贴家用。每天晚上他家里
总是满满一屋子人，围着一盏煤油灯，男女老少
都有，男青年居多。大伙儿聚精会神，托腮聆听
永钊大哥在部队服役时发生的新鲜事儿，时而
紧张，时而放松，时而好奇，时而又提出诸如上
海大城市是啥模样，好不好玩等话题。永钊大
哥边织袜边对一个个问题给予耐心解答后，大
伙儿又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会心的朗朗笑声。

那些夜晚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美好啊。
后来大伙儿渐渐地把话题落在了家乡为啥这样
贫穷话题上，永钊大哥因势利导，开导大家，同
时引导大家展开议论谈谈个人看法。永钊大哥
当时说了许多，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鸟贵有
翼，人贵有志，人穷志不能穷，只要大伙儿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
力，家乡落后面貌就一定能够改变！

总之，永钊大哥当时给我们描绘的未来家
乡，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啊。在这幅
画卷中，我们仿佛走在宽广明亮的大街上，徜徉
在瓜果飘香的原野里，荡漾在蓝天白云小桥流
水的芦苇丛中的小船上，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
再也不用因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了，再也不用穿
染色的土布衣服了，再也不用为看一场电影走
七、八里路去驻地部队操场了……

光阴在流逝，1970年我19岁那年去合肥当
工人了，以后与家乡联系渐渐少了。后来我得
知，由于永钊大哥是党员和复员军人，又有能力
人缘好，得到当地组织重用，先后担任生产队、
大队领导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后来被安排在
当地工商所工作，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
大贡献。

一晃 40 多年过去了，我的家乡和全国一
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这么说，永钊
大哥当年所描述的家乡远景规则现在全部都
实现了，这让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大哥的远见
卓识。当年永钊大哥在世时，我回家时曾多次
拜访过他，言谈中我透露出钦佩之意，可永钊
大哥说，我是凡夫俗子，可没你说得那么神啊，
我只不过在外当了几年兵，见识相对多一些而
已。

永钊大哥走了，但他代表广大父老乡亲渴
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双手创造财富摆脱贫困
的进取精神，却被后人所继承并在这块热土上
延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