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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艳阳高照，取伞，发
现伞不见了，前几天去外地出
差，伞肯定是丢在车上了，心里
涌起一抹深深的伤感与失落，
如同丢失了一件非常贵重之
物，恋恋不舍。其实，伞极普
通，三十多元买的，用了两年，
已经很旧了，但习惯了每天带
着它；习惯在烈日当空时撑开
它、遮起一方荫凉；习惯了在
风雨来临时打开它，撑开一方
晴空。

小小一把伞，像亲人，似朋
友，默默跟随自己两年时光，悄
然融入自己的生活，有感情
了。有次，我去某单位办事，回
来时，发现伞丢在那家单位了，
心里莫名地着急，赶紧打电话
过去询问，那边说伞落在他们
办公室了，我恳请他们帮我把

伞收好。第二天，我一早坐车
赶到那家公司，公司工作人员
见我大老远赶过来，只为取一
把旧伞，满脸不解，我明白，他
们肯定在想，一把旧伞，犯得着
这么重视吗？我取了伞，又坐
车回来，失而复得的喜悦盈满
整个心怀，那种感觉，就像突然
找到失踪的亲人，就像与故友
久别重逢。其实，来回的车费，
足够买把新伞了，家里也有几
把没用的新伞，可我，就喜欢用
这把旧伞。

女儿几个月时，给她买了
一个布娃娃，她长大了，这个布
娃娃已经很脏很旧了，我想扔
掉，她坚决拒绝。后来，又给她
买了很多新的布娃娃，她最喜
欢的还是她第一个布娃娃。

或许，怀旧是很多人的通

病吧。现在的人，喜欢去古镇，
去看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去寻
找有年代感的古迹，无非是想
触摸那段古老的历史，去感受
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洗去现
代的喧嚣浮华，让心灵多一份
厚重与平静。

我是个怀旧的人，曾经的
过往，昔日的故事，当年的故
人，从前的旧物，它们留在回忆
深处，带给我美好、感动，每每
想起，如饮了一杯芬芳的热茶，
心如暖阳；又像品尝了一杯浓
醇的红酒，回味悠长。

旧事旧物里，蕴藏着厚重
的情怀，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那些美好或伤感的日子，我们
再也回不去了，唯有在怀旧中
再次重温。

喜欢听怀旧的歌曲。常常

在夜深人静时，放一曲深情忧郁
的老歌，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回
响，漫天飞舞的思绪如一根根思
线，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想起青
葱的她，想起阳光的他，想起我
们一起听歌的日子，想起我们一
起购买歌曲磁带，把歌星海报挂
在床头，想起那段青春飞扬的日
子，禁不住嘴角上扬，心如潮水
漫过，温润而感动。

喜欢看过去的老电影。闲
暇时，我经常打开电脑，找一部
老电影看，那些色调质朴灰暗
的老电影，讲述着那个时代的
爱恨情仇，虽然剧情有些老套，
虽然特效有些落后，可是，多年
前，我曾为剧中人欢笑或落泪，
我曾模仿剧中人的服饰发型，
我曾传唱影片中的插曲。那种
经历和感觉，真的很奇妙，也很

美好。而今，我唯有在一部部
老电影中，再次感受那种刻骨
的温柔与悸动。

喜欢旧物。偶尔，我会翻
开旧相册，打开尘封已久的日
记本，拿出老掉牙的旧物件。
看着它们，泛黄的记忆逐渐变
得清晰起来，久违的温暖将我
包围。每一件旧物，都记载着
我背后的故事，它们萦绕着我
曾经的情感，它们曾亲密无间
地伴随我周围，烙上了属于我
的印迹，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情
趣和味道，怎舍得丢弃？唯有
珍藏。

人，有东西可追忆，是件幸
福的事情。日子渐长，人渐老，
很多东西从指间流逝不见，很
庆幸，我们是有故事的人；很庆
幸，我们还可以怀旧。

一早接到了老爸打来的视频电
话，原来是家里迎来了今冬的初
雪。老爸兴奋地跟我分享着雪景，
镜头那边天地素染，上下一白，老
爸呵着冷气，笑盈盈地说：“看这
雪，多美！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
好收成！”

我沉醉于雪景，却更担心父亲，
嘱咐他添衣保暖，出门穿防滑的鞋
子，用取暖器的时候更要注意安
全。老爸应着：“好好好，你放心，
老爸有数！不过下了雪确实行动不
便，坚持了大半年的晨练大概要停
一段时间了，这一个冬天吃吃喝
喝，我这好不容易控制下来的体重
怕是又要长回去了……”

老爸今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轻
度脂肪肝，体重也超标了一大截，
医生建议他清淡饮食、加强锻炼。
刚开始，老爸有些不情愿，他将自
己的体重超标定义为“幸福肥”，认
为人上了年纪有一点儿小问题不算
什么。眼看无法说服老爸，我们召
开了一场正式的家庭会议。

老公买了运动手环，帮助老爸
能够随时监测运动时的心率、血
氧。我运用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制
作了一个健康宣教 PPT，为老爸倾
情讲解了肝脏的运转和代谢机制，
以及超重对心脑血管的不良影响。
老妈根据网络短视频的推荐制定了
家庭减脂菜单，向老爸保证一家人
一条战线，绝不会我们大鱼大肉，
只让他一个人“吃糠咽菜”。

经过我们的轮番“输出”，老爸
终于迈出了减重的第一步。早上他
早早出门慢跑、打太极，锻炼完后
再去菜市场，根据老妈的菜单买回
食材，晚饭过后又和老妈出门散散
步、跳跳广场舞，到了后来，他还会
约着棋友一同骑行、爬山，渐渐地，
他好像越来越享受这种生活方式，
不会再在电视前一坐一整天，也不
会在沙发上一直刷手机视频了。我
和老妈都感到惊喜。

“绝不能让冬雪成为老爸减重
的阻碍！”我暗下决心，却也一时想
不到好主意，健身房太贵，老爸肯
定不会同意去，跑步机又过于笨
重，而且有安全隐患，怎么办比较
好呢？在我一筹莫展时，女儿却兴
奋地跟我说：“妈妈，这件事情很简
单呀，下雪的时候让外公和我们一
起玩游戏就行了！”

“玩游戏？”我听得一头雾水，
直到女儿拿出游戏手柄，找出了我
们经常一起玩的体感游戏，才瞬间
恍然大悟：“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呢？”

这个游戏最初是为了锻炼女儿
的肢体协调能力而买的，只要将卡
片插入游戏机，将遥感器握在手
里，就可以实现画面和人体动作的
连通，我们可以跟着游戏画面一起
跳舞、打拳击、打羽毛球等，还能实
现“云互动”，让不在同一个地方的
人们能够在一个“游戏房间”共同
运动，非常有趣。玩游戏是我和女
儿都期待的亲子时间，我想老爸肯
定也会喜欢。

“你太棒了！”我给女儿竖起大
拇指，“欢迎你加入外公的‘体重
保卫战’，我们正式聘用你为我
们家的健康大使！”女儿笑得合
不拢嘴，蹦蹦跳跳地说：“妈妈你
快去下单，这周末我们就带回去
给外公一个惊喜。放心吧妈妈，
我一定会教会外公怎么玩这个游
戏的！”

老爸的“体重保卫战”，全家齐
上阵，用爱与智慧抵抗严寒。这个
冬天，老爸一定会爱上这个新潮的
健身方式。

1970 年代末，我在村小读
书，那时最盼下课。课间十分
钟，教室里、走廊前、操场上，处
处是忙碌的人、处处是嘈杂的
声音，小小校园如同一锅煮沸
了的水。

“斗鸡”是男生的首选。先
是到操场群战。全班男生分两
队相距十几步面对面站定，把
左腿搬起来，弯成三角形，双手
抱住，左膝盖便弯成“鸡头”，然
后以金鸡独立状，呐喊着单腿
跳跃着冲向对方阵营，对准对
手挺起“鸡头”相互猛攻。混战
中，不时有人招架不住或倒退
不慎地摔个“仰八叉”。结果往
往势均力敌，大家摔成一堆，笑
成一团，闹成一片。如果不过
瘾，还可以独斗。找个对手单
挑，双方各搬“鸡头”面对面慢
慢地斗。独斗看起来不够激
烈，实际“暗藏杀机”。双方都
想突然袭击，一招制胜。独斗
比实力，也比心计。五年级上
学期我豁然开窍，悟出“攻击要
准，防守要稳”的八字诀窍。那
天下午课间十分钟竟成了我的
主场。一口气斗败六个“小公
鸡”，我还没觉过瘾。上课铃
响，对手一骨碌爬起来拍着屁
股上的灰往教室跑，我心里默
念“谁敢立马横刀，唯我彭大将
军”，恋恋不舍撤出操场。

相比于“斗鸡”，乒乓球、篮
球之类需要物质条件支撑。那
时凡涉及经济的，我们都会感
到困难，但往往也能克服。学
校有个水泥乒乓台，因没有球
拍，长时间混迹荒草形同摆
设。后来一个杨同学，用菜刀
劈出两片方形带柄木板，解决
了乒乓难题。僧多粥少，为扩
大参与面，我们商定了一个规
矩：第一局打完，胜者为“皇
帝”。后面轮到者，先吃“皇帝”

一个球，赢了这个球，才有资格
打一局。那段时间，一下课我
们纷纷冲向乒乓台，先到的两
人争夺“皇位”。当上“皇帝”的
眉飞色舞，接受大家羡慕的目
光。后到的自觉排队，踌躇满
志想拉“皇帝”下马，往往吃完
一球后又悻悻排回队尾。好长
时间乐此不疲。

课间男生到操场后，教室
前后成了“女儿国”。女生的游
戏，以跳绳、跳皮筋、踢毽、抓石
子之类为主，就在教室前后进
行。女生游戏时，低声细语的，
说不完的悄悄话，男生这时不
宜回教室。有一阵，我们班男
生也流行抓石子。那时谁掏出
5粒磨得光滑剔透的石子，准能
获得一片赞许。男生抓石子，
一般到操场东边老榕树下。那
段时间，几棵榕树下，到处是我
们班男生。大家三三两两，席
地而坐，学着女生的样子，抛起
一个石子，接住前抓取地上剩
下的，先一次一个，再一次两个
……口中还念念有词。

女生有时也挺疯狂，小学
毕业前那阵，她们常拿着长绳
争夺我们“斗鸡”的场地。好男
不跟女斗，我们让出场地，换个
地儿继续“斗鸡”，目光不时被
女生的嬉笑声吸引。女生跳大
绳，两个人甩绳，其余女生先一
个一个跳过，然后大家喊着口
号一起上，随着节奏齐刷刷跳
动，黑头发飘起来，操场上生动
起来。

时光匆匆，几十年眨眼就
过去了。几十年来，我从这
所学校到那所学校，从学生
变成老师，目睹着课间一天
天变得安静，渐渐丢失了玩
的天性和创造力。真怀念曾
经那些无忧无虑、生命律动的
十分钟！

丹心碧血龙人志

“丹心碧血龙人志，爱国
宏谋赤子情。”这是一位百岁
老人的豪迈诗句，更是这位
百岁老人的人生写照。他，
就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致
公党百岁老党员李新（1919
年 9 月—2022 年 12 月）。

惠州市区南郊，美丽的
西枝江畔，有一个小镇——
三栋。这里是著名爱国将
领、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
邓演达的故乡，也是百岁老
人李新的故里。一百多年
前，李新的父亲就是从这里
出发，梯山航海下南洋，去马
来西亚开启了艰难的异乡岁
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
祖国的抗日救亡，为了民族
的解放事业，20 多岁的李新
积极协助其父主持的马来西
亚加影地区“华侨筹赈祖国
难民总会”向当地侨胞募捐，
筹款筹物，大力支援祖国人
民抗日救国。

日寇入侵马来西亚后，
对马来西亚的华人赶尽杀
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
反抗。在日军有计划屠杀华
人的情况下，一支由华裔游
击队组成的准军事化组织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建立
起来了。此时，年仅 23 岁的

李新，瞒着家人毅然参加了
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
（雪兰莪州），担任大队政训
员。从此，他的足迹便深深
地印在加影山区的高山丛林
中。火线上，他坚持给游击
战士上政训课；丛林中，他与
战友多次伏击日寇，歼灭入
侵者；他屡立战功，为当地人
民打击日寇侵略者贡献了一
份力量，展示了龙的传人的
英雄气概。

爱国宏谋赤子情

1949 年年初，李新积极
响应号召，毅然只身返国参
加粤赣湘边纵队。在纵队，
他积极动员各地青年参军，
训练新兵，筹粮筹衣，随部队
辗转龙岗、紫金、河源、惠州、
广州、珠海等地，多次参加战
斗，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河源、
解放惠州、解放广州、解放华
南，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
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他动员
全家回到祖国，投身如火如
荼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从不居功自傲，为了
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1950
年年初，他从部队转业，甘愿
回到家乡当一名乡村教师。
在坚守乡村讲台三十余年
中，他一直爱岗敬业，爱校如
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

刻苦钻研业务，精心设计每
一个教案，认真上好每一堂
课。为了莘莘学子，他披肝
沥胆，呕心沥血；为了祖国的
花朵，他循循善诱，废寝忘
食。他总是用亲切的话语，
灿烂的笑容，温暖着每一个
稚弱的心灵。三十多年来，
他以炽热的爱心和较强的业
务能力, 一以贯之地默默奉
献着、耕耘着,为家乡的教育
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晚霞璀璨谱华章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李新心系祖国，情牵人
民。离休后，他一直关心家
乡的教育事业，热心社会公
益，每当国家危难关头，他
总是挺身而出。当汶川、玉
树大地震时，他踊跃向灾区
捐款；当新冠疫情席卷祖国
大地时，年逾百岁的他，仍
然每天关注疫情进展，第一
个向惠州市惠城区慈善总会
捐款一万元。倾心矢志培桃
李，近年来，他不遗余力地
向惠州市演达中学捐款设立
作文基金，鼓励孩子们写好
作文。

百岁不忘参政，一生致
力为公。几十年来，他写的
提案不下百个。作为百岁老
致公党党员，离休后，他不顾
年迈，热心参政议政，手写提

案，关注民生，致力为公。每
个提案，都倾注了他的满腔
热血，字里行间都洒满了他
的家国情怀；组织的每一个
会议，每一个大型活动，总是
有他矍铄的身影。

2015 年“9·3”前夕，他
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纪念章，以表彰
他的历史功勋，彰显他的荣
誉地位。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之际，他获颁“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
章”。他还曾于 2016 年 9 月
获得“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
三十年贡献”荣誉证书。

他赤胆忠诚，坚韧不拔，
信念坚定；他质朴厚道，热心
助人，忘我工作；他不忘初
心，关注民生，致力为公。这
就是这位百岁老人的赤子之
情，这就是一名老致公党党
员的非凡风采。

赤子颂
——赞百岁老致公党党

员李新

中 华 赤 子 敢 担 当 ，风 雨
丛林任徜徉。

身 在 他 乡 歼 日 寇 ，情 牵
故里抗凶狂。

倾 心 矢 志 培 桃 李 ，致 力
为公盛梓桑。

年 越 期 颐 人 未 老 ，晚 霞
璀璨耀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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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情结 □胡玲

编者按
长篇历史小说《烟雨东江》，以一个家族由盛到衰的历程，折射

出惠州的百年沧桑史。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有众多的风云人
物；既展现了当时的人生百态，也勾勒出粤东的民俗民风。作品情
节曲折，引人入胜，既可以文学欣赏，亦可作史料回眸。本报从今
日起予以连载，以飨读者。

□
牟
国
志

古诗云：百川东到海。诚如
是，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
点，大部分江河都是西出雄山，
逶迤东去，滔滔入海。然而，也
有一些江流源自东北，浩浩荡
荡，挟浪西去。在广袤的南方，
就有这样一条河，名曰东江。

东江，古称涅水、循江，发源
于江西寻乌桠髻钵山，向西南流
经广东省六个市县，载波鼓浪
562公里，汇入珠江。在东江下
游，有一座被誉为“岭东雄郡”的
城市，名叫惠州。对于惠州的历
史，笔者曾经作赋以概括之。赋
曰：

东江之畔，南海之滨，美邑
惠州，天下驰名。古有“缚娄”，
秦属南海；隋唐为“循”，南汉称

“ 祯 ”；宋 避 天 讳 ，改“ 祯 ”为
“惠”，木鹅渡江，亦叫“鹅城”。

在惠州，在东江之滨，有两
条有名的街道叫上塘街、下塘
街。清末民初，这两条街上共
有四座何氏家族的大屋。这些
何屋的大门两侧都贴着“庐江
世泽，水部家声”楹联。此楹联
上联寓意本族原址是安徽庐
江，下联指该族最有名望者是
南北朝时的何逊，官至水部侍
郎。每年春节之际，这几座何
屋张灯结彩，喜气盈门，燃放鞭
炮的响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门前留下的纸屑铺满了街面，
显示出这个家族的富有和繁
盛。

坐落在上塘街伯公巷口的
那座何屋，在当时是惠州首富
之家。其主人何云彰所创立和
经营的东江商行，享誉惠港两
地，何云彰曾一度跻身于香港十
大富商之列。然而却应了老话

“富不过三代”之谶言，何云彰的

富贵荣华，也是过眼云烟，到了
其孙子何积臣时，就彻底地破落
了，从而反映出清末民初东江商
人创业的艰辛和无奈。

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军
队遭受重创，清王朝迅速走向衰
败，到之后的百年光阴中，惠州
先后发生了翟火沽起义、三洲田
起义、七女湖起义、惠州光复、护
法驱龙战争、东江共和军起义、
粤军援闽和返粤驱桂战争、孙中
山组织联军讨伐陈炯明及国民
革命军二次东征等重大历史事
件，那是惠州历史上一个风雷激
荡的年代。特别是国民革命军
二次东征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
在东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建立
了党支部，发展了党组织，还在
惠东高潭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区
级苏维埃政权，高潭成为远近闻
名的“红都”，给惠州的历史翻开
了新的一页。

而这一百年，又正好是何氏
家族从发迹、兴旺到衰落的历
程。此家族从何氏兄弟一夜暴
富，到其孙子辈彻底败落，从荣
到枯一百年间走完了一个轮回，
可以说是传奇性的。

在现存的惠州上塘街、下塘
街那几座经历了百年沧桑的老
宅中，蕴藏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
史，也是惠州近代史中尘封已久
的往事。而今来到这几座老宅
前凭吊，总会令人想起唐朝赵嘏
《经汾阳旧宅》那首诗，诗曰：

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经
马伏波。

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
夕阳多。

好，各位看官，那就让在下
把那烟雨迷蒙的历史帷幕为您
徐徐拉开吧——

楔子

道光二十年（1840 年），清
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利后，外
侮是接踵而来，内患又接连不
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
敝，矛盾激化，民不聊生，盗贼
横行。此时的惠州人祸天灾，
百业萧条，盗贼劫匪多如牛毛，
仅咸丰二年（1852 年）四月一个
月，东江船只被劫就达一百多
起 ，连 官 员 的 家 眷 也 不 能 幸
免。四月中旬的一天，嘉应州
守文晟的眷属经惠州前往广州
时，其乘坐的船只在博罗下游
河道被拦截，所有财物被洗劫
一空。其女儿年方二八，长得
如花似玉。劫匪头目淫性大
发，欲上前非礼。那女子是个

刚烈之人，岂能甘心受辱，拼死
抵抗无果，愤而投江自尽。

惠州知府陶沄闻讯大为震
怒，他悉知潮州太守吴均有治
盗才干，遂请于省署特派吴均
来惠缉办。咸丰二年五月，吴
均奉命来惠治盗。他遍布眼
线，深入城乡密访，尽得盗贼名
录及匿身窟巢，即会同练勇团
丁及各乡绅士协力缉拿，盗贼
陆续被擒。吴均驻惠三个月，
共缉拿盗贼一千三百有余，暂
保惠城各地平安无盗。但社会
痼疾久矣，吴均离去之后，贼患
又死灰复燃，东江两岸风声鹤
唳，惠州官兵东平西讨，疲于奔
命，却收效甚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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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的
“体重保卫战”

□于刘燕

龙人志，赤子情 ——记致公党百岁老党员李新 □朱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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