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9月20日 星期二 责编：谭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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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晚晴桑榆晚晴

美好人间美好人间

亲历解放战争 老兵情怀依旧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每一位老者都是一部
书，记载着岁月的流转，
折射着时代的变迁。细细
品味85岁老人吕明义的人
生故事，上半部是戎马倥
偬的激荡情怀，下半部是
传承军魂的深情续写。日
前，吕明义老人向记者讲
述了他记忆中的军旅岁
月，以及军营生活在他身
上烙下的印记、他心中难
以割舍的军旅情怀。

在吕明义老人的记忆中，1948 年是他
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那时候中原
大地烽烟四起，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年少
的吕明义那一年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掳掠，
幸而又被解放军解救。也就是那一年，他
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南征北战
的革命生涯。

最令吕明义难以忘怀且引以为傲的，
是他参与了著名的渡江战役。老人告诉记
者：“渡江的时候，我就坐在第一条木船
上。我们的队伍斗志昂扬，那种豪情壮志

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波
涛汹涌的长江水承载着年轻战士的荣耀，
他们的热血比江水还要澎湃。在家国面
前，即使流血牺牲也无所畏惧。但打仗行
军绝不仅凭一腔热血，更有许多吃不尽的
苦头。

解放军胜利渡江后，本就一盘散沙的
国民党军队更加溃不成军，吕明义随部队
不停追着敌人跑。

“那时候几乎天天下雨，身上几乎没有
干过，湿衣服穿在身上，很难受，还长满

了虱子，奇痒难耐。”吕明义说，“行军时
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在广西百色一天一夜
走了大概200里路，中间连一顿饭都没有吃
过。有时候行军途中短暂休息，战士们顾
不得取出背包里仅有的两件单衣晾晒，一
坐下就睡着了。”

那段峥嵘岁月中的一幕一幕，都成了
吕明义难以磨灭的记忆，时至今日，他还
会对年轻人提起这些，不是炫耀资本，而
是告诫年轻人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

往事：曾亲历渡江战役

1969 年，吕明义所在的部队调防四
川，直到 1978 年复员，他都驻守在祖国
的西南。复员后，吕明义进入漯河卷烟厂
工作。从部队到地方，吕明义积极适应身
份的转变，但不变的是他身上优良的作
风。他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
1990 年离休后，他还继续为服务群众而辛
勤操劳。

离休后，吕明义到离退休职工活动中

心，继续发光发热。“不能为国家和企业做
什么贡献了，就趁着还能走得动路，多关心
关心老年人和孩子们的生活，我自己也觉得
很充实。”吕明义说。

从厂里的领导到离退休职工活动中心的
工作人员，吕明义的“官”越做越小，但他
管的事可一点不少。他组织老年人搞运动
会，把老同志们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切磋
书画；他带领孩子们参观游览漯河的名胜古

迹，给他们讲述革命史；一有闲暇，他还和
球友们一起打打门球，锻炼身体。

在社区，邻里们有了纠纷也会找吕明义
调解。“比起两军打仗，邻里间的纠纷实在
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小事也关系到大家
伙儿的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所以不解
决不行。”吕明义说。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
的老人，苦口婆心地周旋于家长里短中，热
心帮助邻里们调解纠纷。

晚年：离休后热心服务群众

吕明义婚后不久便参了军，在此后的十
年里，他与妻子柴秀莲很少见面，军营里的
漫漫长夜，他把思念化作保家卫国的决心。

吕明义和老伴一生育有三女一子，儿子
不幸亡故，三个女儿如今时时陪伴在他们身
旁。“我和老伴现在身体都不好，三个女儿
轮流来照看我们。孩子们都很孝顺，倒是我
这个做父亲的在她们小时候付出不够。”吕
明义对记者感叹道。虽说老人心中有些遗

憾，但在女儿们心中，父亲言传身教，给她
们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

58岁的大女儿吕胜华告诉记者：“父亲
年轻时候忙于工作，但并不是不关心我们。
我从小在部队营房长大，有一次弟弟住院，
母亲去医院陪护，父亲就在夜间训练时带着
我到靶场打靶，那样的生活培养了我坚毅的
品格。后来我也参了军，这都离不开父亲的
教育和影响。”

在家里，吕明义经常给孙子、重孙辈
讲述部队的优良作风，讲他们进驻南昌时
如何不惊动百姓，如何睡在百姓的屋檐
外。把真实的经历作为孩子们的成长故
事，通过这种传承，吕明义树立了自己的
家风。

如今，吕明义老人还在继续书写他的人
生故事，如同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
他的故事将成为后辈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承：树立良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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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波

我们一家三口去泰山游玩。
考虑到人地两疏，登山时，我们紧跟在一

个“大部队”后面。这是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
队伍——几位年轻人走在最前面，中年人跟随，
殿后的是位年过花甲的老者，领着五六个活泼可
爱的孩子，有说有笑，徐徐前行。一路上几个孩
子叽叽喳喳地围着老人问这问那。老人很有耐
心，对于孩子的发问，一一作答。老人很大方，
每当有卖水果饮料的小商贩经过，不待孩子说
话，主动询问需要什么。只要孩子看上的，老人
无不满足。

或许怕惯坏了孩子，好几次，走在前面的几
位年轻人折身阻拦，老人也不生气，只是说着同
样的一句话：“孩子难得出来，别扫了孩子的
兴，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终究岁月不饶人。刚过了中天门，老人就有
点吃不消了，坐在路边直喘粗气。几个孩子很懂
事，递水的递水，捶背的捶背，揉腿的揉腿。看
着孩子忙前忙后的阵势，一行人笑了，我们也感
动地附和。妻还借机对女儿上起了教育课，要她
向几位哥哥姐姐学习，做个孝顺的好孩子。

就这样，我们一路上歇歇走走，走走歇歇，
登上了南天门，翻过了天街，到达玉皇顶，登上
了泰山之巅。

在下山小憩时，我忍不住对老人说：“老人
家儿孙满堂，真是有福气啊！”一听这话，老人
沟壑纵横的脸上顿时乐开了花。妻也不无愧疚地
说：“以后再出来玩，我也要带上爸爸妈妈，像
您一样，全家开心地出游。”老人用纸巾轻轻揩
去脸上的汗水，平静地说：“我要是有这么多孩
子，那真叫幸福哟。”“什么？难道——”我一脸
疑惑。“我们是住店时相识的。我老伴走得早，
儿女又都在外地。想着年轻时忙工作、忙家庭，
无暇分身，就趁现在还能动，出来走走看看，也
不枉活了一辈子。”“瞧着几个孩子一路上黏着
你，还真以为你们是一家人呢。”妻钦羡地说。
老人说：“我一向喜欢孩子，再说有众人相伴我
不孤单，说说笑笑忘记疲劳，多好啊！”

“老爷爷，我看你一路上花了不少钱，就不
心疼吗？”女儿插了一句。

“心疼啥，感激还来不及呢，要没有几个小
东西一路上伴着我，我恐怕登不上山顶。”老人
用枯瘦的老手爱怜地抚摸着女儿的头，慈祥地答
道。

好一个购买快乐的老人！
真心实意地付出换得一路快乐，更领略了

“一览众山小”的惬意，我打心底佩服这位睿智
的老者。

购买快乐的老人

吕明义老人最爱翻看以前当兵时的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