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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有些人的生
命轨迹，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照亮着
我们的前行之路。我的爷爷，就是这样
一位值得后辈永远尊敬的长者，半生从
戎报国，半生悬壶济世，国家有难他挺
身而出，国家富强他功成身退。他的一
生，是忠诚与奉献的典范，是勇气与坚
韧的化身，他用尽一生谱写了军人本
色、医者仁心、艰苦朴素的英雄赞歌。

我的爷爷，生于乱世，成长于烽火
年代。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从青
春年华便投身于国家的解放事业。
1948年初，年仅15岁的他应征入伍。在
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他先后参加了平津
战役、解放太原等战役，为国家的解放

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0
年 10月，爷爷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随部队首批
跨过鸭绿江，投身于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他英勇无畏，舍生忘死，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给予美军及
其 16个同盟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战争是残酷的，爷
爷所在的全军前卫团归国时仅有 200余人幸存，爷爷的右膝
也不慎被弹片穿透，腿部至今仍残留着战争留下的伤痕。这
段经历，不仅让他刻骨铭心，也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受到了战争
的无情和军人的无畏。

爷爷的一生，充满了荣誉和辉煌。他荣获大小战功7次，
获得了华北解放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
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等多枚勋章。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对
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

战争结束后，爷爷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选择了继续
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他进入华北军区卫生学校深造，毕业后
担任团卫生指导员兼军医。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时刻谨
记“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为军人的健康默默奉献。转业回
地方工作后，他更是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医疗事业中，成为了当
时少有的兼备中西医双职称的杰出医师。爷爷医术精湛、医
德高尚，谦虚厚道、无私奉献，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医治了无
数患者，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真谛。

晚年的爷爷，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中。他一生
育有 5个儿子，拥有 8个孙子孙女和近 10个重孙。他关爱家
人、尊重朋友，深受周围人的敬爱，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幸福
和欢乐，常常以拥有这样一个大家庭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如今，爷爷已离我远去，但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后辈心
中。每当我想起爷爷，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他“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红色基因，“仁心仁术、德医双馨”的精神血
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淳朴家风，将与我们永在，并接续
传承。 （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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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县文化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
（灵石县王家大院景区事务中心）顾问王
铁喜老师，多年来精心编写《王家大院看
家风》一书，希望我为之作跋。奈何德薄
才浅，心下忐忑，难为再三，不敢应诺。
又想起和王老师相识相交多年，其人品
高尚，系静升王氏二十三世苗裔，曾参与
编纂 2009年版《王氏族谱》（山西经济出
版社出版），作为多年至交，我只有努力
为之。

王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反映生
态文明主题的美文《我爱的白鹳飞走
了》，曾刊登在《散文选刊》杂志。该文发
表后广受好评，我亦从中感受到王老师
的才气。说起来，我已在王家大院工作
20余年，研究探寻晋商文化和王家大院
建筑艺术也有多个年头，对王老师写王
家大院家风的书，更觉情感深厚。巧的
是，去年王老师入职文旅中心顾问，又和
我一同共事于文化研究室，如此情谊、如
此缘分，加之有对书稿的审阅职责在身，
我焉有推托之理？写下此文，谈不上跋，
权且作为感想吧。

我以为，家风是道德的自觉传承，家
风传承深蕴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着
民族的精神风貌，维系着个人、家庭、家
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谓人生价值观
建设的支柱力量，静升王氏家族的家风

传承，就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
家国情怀。

王家大院之静升王家，从元皇庆间
迄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家族史，其间连续
鼎盛八代人，恒昌山右五百余年。作为
晋商豪门大族，其家族更以独特的宗族
文化、姓氏文化著称于世。事实上，读者
朋友们在王家大院随走随看，就不难发
现，王家大院院落内外随处可看到王氏
家族家风家训的内容。这些内容，把儒
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穿始终。

静升王氏族人还
把很多富有诗意且具
教化功能的治家格言
雕刻镶嵌在建筑的门
楣、楹联、匾额、挂落等
构件上，使生活在大院
的族人，能时时处处感
受到儒家道德文化的
教育和熏陶。所有这
些，凝铸着王家大院的
家风精髓，是静升王氏
留给当下社会最有思
想价值的遗产。

《孟子》云：“天下
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当代
著名学者王鲁湘先生

考察王家大院后，曾如是评价：“王家大
院是中国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家
训文化的绝佳体现。”诚如斯言。家是最
小国，国是千万家，都说国很大，其实国
就是一个家。而今新时代，虽已不再是
风雨如晦的旧时期，但中华文化在新的
世界大潮中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无
论如何，王老师所著《王家大院看家风》
一书，在岁月的长河中，必将为传承和弘
扬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营造良好家风、
政风、社风，发挥其正能量作用。

家为国体，家正邦兴。在中华民族
传统中，家是生命成长的重要“道场”。
发掘和弘扬王家大院之静升王氏这样有
道义担当、以传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为
己任的家风，既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强基固本，亦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凝心聚力。

《王家大院话家风》跋
郑建华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我
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人已
经年逾或接近古稀。70年，在历史长
河中不过是短短瞬间，而对我们来说
是人生之大半。人的一生，无论高低
贵贱、不分穷达奢俭，都要有重要节
点，而“上山下乡”无疑是我们这群有
着“知青”称谓的人人生中的一件大
事，在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今年 4 月 3 日，是我们 30 位知青
到兴县蔡家崖插队 50 周年的日子。
50 载岁序更替，半个世纪斗转星移。
我们这些当年稚气未脱、风华正茂的
姑娘小伙儿，已经被岁月浸染成鬓飞
白发、面挂沧桑的老头儿老太。但无
论如何，岁月抹不去我们对那几年生
话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我们正值初出校门的弱冠之
年，从温暖的家庭、无忧的校园来到一
个小山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确是一个落
差很大的转折。下乡的当年，村里对
我们这些“学生孩儿”给予了照顾，所
派农活相对轻松。到了1975年，我们
这30个人便成了村里的精壮劳力。用村干部的话讲，就是和
村里的女子、后生们“一提二拔”。开山炸石、修筑堤坝，水力
冲淤、建造水库，春播秋收、农田劳作，披星戴月、收麦打场，脱
坯烧砖、瓦窑苦战，几乎所有重体力活都有我们的身影。

这一切现在说起来轻巧，但当时给我们的感觉真的是“苦
不堪言”。劳作一天精疲力尽，最大的盼头是太阳早点落山，
最开心的是下雨阴天。苦归苦，但那段岁月让我们真正领悟
了艰苦二字的真谛。就我个人而言，参加工作后有了工人、军
人、行政干部、国企员工的经历，虽无所成就，但无论从事哪个
行业，因为有了插队生活的锤炼，对所遇到坎坷与困难似乎总
能克服。

农村的日子让我们领悟到了生活的不易。插队期间，我
们几乎全天候和村里乡亲们“绞磨”在一起，近距离长时间感
受了晋西北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生存状态，至今回忆起来历
历在目。蔡家崖是一个距县城不足10公里的山村，也是当时
的公社所在地。村庄依山傍水，背靠元宝梁，紧临蔚汾河，一
孔孔窑洞镶嵌在山崖上。虽说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但从农耕角
度讲应该算是不错。尽管如此，当时农民的生活也是贫困的。
吃食以玉米面、高粱面、豆面和小米为主，能吃饱就算是不错的
人家；穿戴更是粗陋，一年一双鞋、三季一件袄，有一件老羊皮
袄算是奢侈品；劳作强度极大，一天三出工，有时还要“夜战”，
即使冬季也要搞农田基本建设，除了必有的睡眠，大部分时光
都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经济来源十分单一，年终凭工分分红
才能见到一点现钱，有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辛苦一年还要
倒欠生产队的口粮款。这样的光景，无疑是拮据的。

从村民身上，我们读懂了艰辛与不易，同时也深刻体悟到
他们那份独有的坚毅、善良、质朴、知足和乐观。这一切，为我
们以后的工作与生活注入了强大动能。

蔡家崖的特殊地位让我们靠近了红色历史。蔡家崖从抗
日战争起成为晋绥边区首府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素有

“小延安”之称。贺龙、李井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
期生活和战斗在那里。当时的晋绥，不仅是保卫延安的强大
屏障，也是党中央物资保障的重要支撑。如此的历史际遇，使
得蔡家崖这个小山村有了厚重的红色禀赋，在党和军队的历
史上留下重要一笔，因此也在人们心目中熠熠生辉。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与我们一起插队的野世捷，后来成为
闻名三晋的“山药蛋”派画家。他的一幅国画《边区冬暖》于八
十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题材是贺龙用冰车
推着一个小男孩在隆冬的河道上滑冰。

知青的集体生活培育了深厚的友谊。30名青涩懵懂的
年轻人，“一口锅里搅稀稠”，每日结伴干着各样的农活，互相
关心、互相扶持。每逢遇到大事件，我们都要在一起热烈讨
论，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总要辩出个是非曲直；遇到脏
活、累活、险活，人人都抢着干，从不偷奸耍滑；生活和劳动中
互相照顾，女生帮男生洗衣服，男生帮女生搬大石头、冻土块
是常有的事情；从家里带来好吃的，总是同宿舍的人共同享
用，从没人“吃独食”。

说起友谊，我总能想起张晋堂、李一立两位大哥和康秀莲
大姐。他们年长一些，脏活累活抢在前面，有了享受躲在最
后，给了我们这些小弟、小妹们兄姊般的照顾。经过岁月的积
淀，这份友谊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纯，历久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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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中农村，庙会是最重要的
民间活动之一。千百年来，它承载
着祈福祛邪、商品交易、休闲娱乐等
功能，让一代又一代的百姓美在其
中、乐在其中、陶醉其中。俗话说

“无庙不成村”。过去，几乎每个村
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庙宇，供奉着不
同的神灵。但有庙不一定有“会”，
有“会”的地方也不一定有庙。既有
庙，也有“会”，并且能够传承至今，
已不多见。而榆次区东赵乡苏家庄
村的庙会，是目前较少的庙“会”结
合的完整的庙会典型代表。

苏家庄村的文殊菩萨庙属重
建，最早的建庙年代无从考证。但
院里的两棵古柏经林业部门树龄考
证为唐柏，由此也初步认定文殊菩
萨庙应该始建于唐代。岁月更迭，
该庙几建几毁不得而知，最后一次
被毁于 1948 年的战火当中，村中
许多老人仍记忆犾新。庙有庙无，
并没影响庙会的举办，农历四月初
四的文殊菩萨庙会虽然有盛有衰，
但一直传到了今天。2013 年文殊
菩萨庙的重建，更是推进了庙会的
兴盛。

传说农历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

诞辰日，早期的庙会活动中，人们给
文殊菩萨进香，以求神灵庇佑，学业
有成、幸福安康等。随着时代的发
展，庙会的祭祀活动融合了民情、乡
情、风情，注入了新鲜的元素，成为
乡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农历四月初四是苏家庄庙会的
正会日子，一般还要在会前会后各
增加 1天，一共 3天时间，今年也不
例外。所以从正月初三开始，到苏
家庄村赶会的摊点、商贩和四邻八
乡的人们已经把进村的道路堵得水
泄不通。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开
车来的人多，村外几百米沿路便是
临时停车场，人们只能步行进村。
土特产交易，是庙会最有特色的部
分，锨、叉、镰刀、锄头、铡刀、扫帚
等很抢眼，蔬菜种子、苗子正应
季。餐饮则任何地方都少不了，灌
肠面皮、拉面羊汤、油条老豆腐、烧
烤奶茶等小吃香气扑鼻。各类水
果应有尽有，服装、日用品、玩具、
家具等琳琅满目，数百家摊位依次
排满在村中 3 条主要街道上，热闹
非凡。文殊菩萨庙内香烟缭绕，鼓
声阵阵，3天 4夜 7场大戏更是吸引
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人共聚一堂，鼓

掌叫好。应村民要求，苏家庄今年
邀请朔州梅峰北路梆子剧院前来
助兴，演员中不乏梅花奖得主，国
家一级演员、一级琴师。去年他们
请的是省晋剧院一团，今年想听听
唱腔激昂高亢的北路梆子，换换口
味。当然最后 1 天还邀请了年轻
人喜欢的现代歌舞压轴演出。传
统戏曲与现代歌舞在庙会实现了
交流碰撞。

庙会是地方历史、民俗、传统的
一个缩影、一道风景。3天的庙会，
苏家庄村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
围，一派繁荣景象。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逛庙会仍是人
们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
们心中的情怀寄托。不仅丰富了人
们的文化生活，还拉动了农村消费，
促进了经济发展；不但不会消亡，而
且会越演越热。

庙会也是一年中走亲访友的重
要节日。与过年一样，赶庙会的日
子，各家各户都会准备盛宴招待客
人，家家户户能请的请，能来的来。
这一天，村里在外工作的人，百忙中
也会抽空回来，看看老人，寻找一下
儿时记忆；凡是和村里沾亲带故的，
或慕名而来的，也都会来凑个热
闹。大街小巷停满了车辆，各家各
户都有客人，推杯换盏之间，大家交
流信息，传递商机，憧憬美好未来。
当然，酒足饭饱，再去远远观望戏台
上演绎的一幕幕人生百态，感悟现
代农村悠然恣意的美好生活，真得
很美。

苏家庄庙会苏家庄庙会
王文安

最美人间四月天，同学聚会兴无前。花红柳绿春风
喜，莺歌燕舞意盎然。岁月如梭人已老，心中情谊依然
在，走向七十霞满天，三角梅开永不败（三角梅是13班同
学群微信名）。

“同学们，大家好！”这不，原长子县西街七年制13班
“走向七十”同学聚会，正在长子县丹朱镇西环路的钜辉
大酒店三楼热闹举行，墙上挂着一幅“莫道桑榆晚、为霞
尚满天、走向70同学情”的大型喷绘。

这次同学聚会的策划者、主持人之一袁天宏感慨万
千：“虽然我们都老了，都已
走进 70岁，但是我们更要积
极向上生活，热气腾腾地活
着，用心来经营好我们自己
的生活。流年的悲喜，曾经
的泥泞，半世烟雨，半世花
落。已褪色成柔软的诗句，
唯美在时光深处，凝聚成岁
月的珍珠，让我们在变老的
路上拥抱快乐与安康。”

是啊，人生不过 3万天，
一晃都老了，年轻的时候，我
们总是为父母、儿女活着，进
入晚年，反而是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清空过往的遗憾，保持良好的心态，看淡一切，释然
一切。人生路上要学会清零，只有这样，我们前行的脚步
才会更加轻盈，才可以活得更加轻松。老了就要变得学
会做减法，减去对功名利禄的执念，减去对物是人非的遗
憾。要活得通透，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根据
自己内心的想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找到属于自己的快
乐。不要让那些无谓的纠结和痛苦消耗我们的宝贵时
间，大事看小，小事看淡。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学会撒手，学会撤出。

70岁的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迁和个人成
长，但不变的是，我们心中的那份同窗情谊，感谢我们在
相聚中再次燃起青春的火花，再次找出人生旅途中那束
光芒，为我们积极向上的人生喝彩。

活动中，同学们都戴上了长长的红围巾，在长子西街
学校的旧址上合影，兴致勃勃游览了长子著名景点，金山
银山、精卫湖、张店的九连环大院和全国文明村良坪村。

在良坪村灵峰寺，老同学送我一套《良坪记忆》和一
套《李秋宝文集》，从书里详细的了解了全国文明村良坪
村支书、村委主任、长治市运东集团董事长王作平的事
迹，也进一步了解到了作者李秋宝以及他的作品。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回忆美好的同窗时光，给我们带来有趣的体验和快乐

的记忆。我们的同学情，像一杯美酒，越陈越香、越久越
醇。虽然我们已走进70岁，虽然岁月已改变了我们的容
颜，但我们的心依然年轻，内心的热情和活力依然不减。

70岁的我们，曾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又共
同促成了今天珍贵的团聚。愿每一位同学，心如顽童，笑
口常开，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而骄傲，为自己奋斗的人生
而喝彩。

最后，我想为同学微信群“三角梅”贺诗一首：
您，满树繁花开得不慌不忙
您，五彩斑斓开得有模有样
站在您的面前，我心旷神怡
好似浑身都涂上了缕缕阳光
您虽然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
但您清雅动人，给人一片芳香
您，虽然没有像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但您在寂静中而悄然绽放
您像火焰般热情似火，熠熠生辉
但我懂你的花语，懂你的衷肠
您，燃烧着的生命热情而奔放
您，令人陶醉，又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
您，欲变为成群的彩蝶，要展翅飞翔
瞬间，让人情绪焕发，心胸开朗
您，宛如一位优雅的舞者
展示着生命的激情与力量
我，知道你有不俗的追求
我，知道你有高傲的信仰
您，要把大地点缀的如诗如画
您要用自己的火焰把世界点亮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张元明

鲁迅曾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
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文中的主
人公则是把别人吹牛、打牌压床板的时间
都用在练字上。入伍 36年，从一普通士兵
成长为一名一级警士长，他为部队的文化
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各种荣誉证书和奖
牌奖状摆满书柜。他刻苦钻研书法 40 多
年，取得骄人成绩。这就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晋中市硬笔书法协会主席贾志平。

1963年，贾志平出生在祁县麓台山下，
他从小爱琢磨肯动脑，模仿能力特别强，有
些事情无师自通，如修自行车、修锁配钥
匙、出板报、唱歌、刻图章等等，还写得一手
漂亮的钢笔字，有这样的才华深得老师和同
学们的喜欢。有一次，班主任李仁林在同学
们面前喊他“秀才”，从此“秀才”这个雅称
传遍全校乃至全乡，一说“秀才”无人不知。

1982年年底，贾志平坐着绿皮火车去
了新疆某基地，圆了军人梦。新兵期间，

他毛遂自荐为军人们唱歌演节目，一首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让他在新兵连拔
得头彩，后来基地每次文艺演出，他总是
在压轴位置。

基地地处戈壁沙漠，冬天气温零下
23℃，他站在解放车大箱上，长长的竹杠
上绑着排笔，挥笔自如，工工整整的美术
字，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等标语跃
然在几米高的围墙上，成为基地一道亮丽
的风景。他为了把美术字写得更好，竟把

《新华字典》上的九千多字，用各种字体反
复练习两年多，那字美观中透着灵气，人
见人爱。

书法，他一练就是40多年。
1990年，贾志平从新疆某基地调入驻

晋某团俱乐部工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如虎
添翼，坚持每天练字，直到手腕发酸眼睛发
花为止。1993年，部队组织书法展览，他正
式接触到书法界的名人大咖，老师们告诉

他，书法不仅要练字，还要让字有墨韵和文
化底蕴。苦苦在“黑暗”中寻求书法真谛的
他，一改以前学书法就是练字的观念，不仅
练字还学书法理论，听专家讲座，登门让老
师点拨指导。

付出总会有收获，累累硕果来自辛勤
的耕耘。

1995年，贾志平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办的“屈原杯”全国书法大赛，1997年，他
书写了 13000多字的《邓小平生平》被中央
电视台军事频道收藏，1998年，作为武警部
队“军地两用人才”的代表，他的事迹在《解
放军报》上进行报道。

2020年，贾志平正式加入了中国书法
家协会的行列，可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当年的“秀才”成“状元”。

古人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
也。2018年，入伍 36年的他脱下了心爱的
军装，那年55岁。他虽脱下了军装，但不忘

组织的培养退而不休，积极倡导书法进校
园，坚持每月回祁县培训一次，连续 7年无
偿为修文小学讲书法课。

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教育理念，常
给学生讲：“慢慢写字，好好做人，德才兼
备”。在培训中他既教写字又教做人，在写
字中让才和德得到有机统一。每年春节义
务到街道、社区和部队为老干部、老军人和
部队官兵写春联，他送的是春联，宣传的是
书法文化，受到了师生和社会的好评，在社
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

字如人，人如字，他与字已融入一体。
40多年来，贾志平行走在田字格中，纸为地
笔为犁，他跋涉着探索着，一步一个脚印艰
难地前行着。田字格中有情怀，有酸甜苦
辣咸，还有不悔的人生…

一个人不能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站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在不
久的将来迎来更加明媚的创作春天。

麓 台 骄 子
王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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