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邑郑邑

小说小小

书架新新

年少时，我们向往外面世界的新奇事
物，向往一种“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我们义
无返顾地走出去，不愿回头。游走四方，韶
华不再，心中的某个角落却隐隐不安，常想
回头望，却没有一条路通向心灵的故乡。

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台湾的青春印记，
也收录了黄宝莲的半生智慧。一个温润率
性又可爱的女子，游历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
家和地区，其眼界之宽广、思维之灵动、感悟
之深刻，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每一篇文字，
你都可以见到一个女子的喜和悲、充实与孤
独。矛盾的情感如此真实，触动到内心最柔
软的角落。

永远走不出，再也回不去；那里，就是我
的故乡；那里，有我们的青春。

《我的童年在台湾》
刘菲

笔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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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会牵挂很多人，也会被
很多人牵挂。有了牵挂，人就有了精神
寄托，同时也有了精神负担。有的牵挂
会使人心变得柔软，有的牵挂会使人格
变得高贵。

牵挂朋友。朋友是人生的财富。但
说老实话，朋友能交到刘、关、张份上的不
多，管鲍之交更是凤毛麟角，常人对朋友
的牵挂，既有情谊的成分，也有功利的成
分。所以，我们常常是有事的时候才会想
起朋友，山穷水尽想找人帮忙了，喝酒打
牌想找几个人聚聚，自驾游想找个伴一起
出行，或者周转不灵银根吃紧了，这会儿
就特牵挂朋友。

牵挂情人。对情人的牵挂，特别炽
热，甚至是狂热，这多半要归功于荷尔
蒙。那种牵挂，朝思暮想，望眼欲穿，一日
不见，如隔三秋，但牵挂时间一般不会那
么持久，更不可能“海枯石烂”。一旦情人
发展成了寻常夫妻，那就改牵挂柴米油
盐、房子、车子了。或者情人劳燕分飞，各
结新欢，慢慢就互相淡忘了。多少年后，
或许还会偶然想起，那也谈不上牵挂了。

牵挂师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
显然有些夸张，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因
为印象不深，没有过多交往，毕业后就很

难再想起。但对那些我们敬重且有恩于
自己的师长，还是会经常牵挂的，逢年过
节，老师诞辰，就会想起老师的教诲，想起
老师的音容笑貌，想起校园的美好时光，
于是就会遥致问候，寄去礼物，或在心里
默默祝福恩师健康长寿。

牵挂父母。年少时，我们还不懂得
什么叫牵挂，只会胡吃海喝，给父母添
乱、惹祸；年轻时，我们忙于恋爱、结
婚，只惦记着父母的钱包，要他们帮着
买房、买车；人到中年，等我们真正懂
得牵挂父母时，他们大都已进入晚年，
或体弱多病，或难以自理。可是，事业
和家庭又不允许我们与父母朝夕相处，
连“常回家看看”都是奢望，远在千万
里之外的儿女，怕他们生病、孤独，怕
他们生活不便、发生意外，这种牵挂也
是柔肠寸断，日夜萦怀。

牵挂儿女。是所有牵挂里分量最重、
时间最长的。我们自己当了父母后，才能
体会到这一点。父母对子女的牵挂，是没
有时间期限的，也是无私且没任何功利目
的的。我的母亲已80多岁了，不仅每每对
我问寒问暖，还对我的事业格外牵挂。我
时有文章见报，母亲就专门订了我常发文
章的几份报纸，一发现有我的文章就保存

起来，等见到我时交给我，甚至我用笔名
的文章，母亲也能发现。

我自己也是如此，女儿在北京上学
时，我天天惦记北京天气；女儿到美国留
学时，我关心美国天气；女儿回国后在上
海工作，我又关心上海天气，常给她打电
话，叮嘱添衣服、打雨伞，她每次都说我是

“瞎操心”。瞎操心也得操心，谁叫我是她
的父亲呢。女儿炒股票，我担心她没时间
盯盘，本来对股票没兴趣的我，也学会了
看股票大盘，对女儿买的那几只股票全方
位跟踪，给她通报信息，出谋划策。她赚
了钱，我比她还高兴，她被套牢了，我也郁
郁不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牵挂，是一种高尚而沉重的情怀，历
代多有美谈。曹操牵挂才女蔡文姬，重金
将她从匈奴赎回；刘备牵挂新野父老，不
惜携民过江；李密牵挂老祖母，辞官在家
奉养；杜甫挂念朋友李白，“三夜频梦君，
情亲见君意”；东坡牵挂兄弟子由，“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林觉民牵挂妻子，

《与妻书》满纸缱绻，一往情深；李叔同牵
挂学生刘质平留学学费不足，宁愿为其推
迟出家……

牵挂是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情感，牵挂
人和被人牵挂都是一种幸福。

没事的时候，周老伯喜欢一个人在家
里看看照片。他家客厅的三面墙上，全部
挂满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儿子带他出去
旅游时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能勾起他的
一段美好回忆。

周老伯已经 93岁了，在村里，他是唯
一出过国的老人，他的足迹，哦，不，准确
地说，他和儿子一起的足迹，差不多踏遍
了大半个中国。

像大多数农村老人一样，周老伯一直
没怎么出过远门。年轻时，外出打工，讨
生活，做泥水工，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
百公里外邻省的一个县城。此外，他的大
半辈子，就是围着那几亩田转。

有一年春天，最小的儿子忽然问他，
想不想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门？怎么不
想？在孙子的课本上看到过，好气派，好
向往。可是，恐怕也只能想想了，这辈子
怕是去不了了。那一年，周老伯已经 77
岁，如果不是儿子问起，说实话，以他这个
年龄，去北京，看天安门，这个念头，他想
都不敢想。

儿子真的带他去了北京，看到了天安
门，爬上了长城，瞻仰了毛主席。那是他
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坐地铁，也是他第一次出去旅游，
第一次拍了那么多风景旅游照。

回来后，他把儿子拍的照片，都挂在
了墙上的相框里。整个相框都贴满了。
乡邻们看着相框里的照片和风景，羡慕得
不得了。这张照片是哪里，那张照片是怎
么拍的，周老伯乐此不疲地一遍遍向客人
介绍着，那是很多乡邻一辈子也去不了的
地方。

从那年开始，儿子每年都会带周老伯
出去旅游一趟，16年了，从未中断。这是
最近几年父子俩的足迹：2010年，走出国
门去了新马泰；2011 年，到了宝岛台湾；
2012年，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今年，
父子俩又去了周老伯神往已久的古城西
安。和以往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儿子都
会给他拍照片留念，也会请其他游客，帮
他们父子俩合影。他们的足迹，已经挂满
了客厅的三面墙。

进入老年之后，还能去这么远的地
方，看这么多风景，周老伯很开心。这全
是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儿子。

周老伯虽然身体还硬朗，但终归年龄
大了。90多岁，别说旅游，很多人门都不
敢出了。坚持带老父亲出去旅游，这是要

付出很多艰辛，冒着很大风险的。这些
年，为了让周老伯安全、舒适地旅游，儿子
想了很多办法。周老伯年纪大了，胃口不
好，旅行团队餐吃不了，每次出去旅游前，
儿子都会准备好米、土鸡蛋和老爷子喜欢
吃的榨菜，甚至连电饭锅都带上，在旅途
中给老父亲开开小灶；每到一个地方，儿
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问好附近的医
院，以防老爷子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可以
随时就医；为了路途之上老爷子轻松些，
儿子还自己动手，特制了一辆折叠的轮椅
车，平时老爷子坐坐，歇歇脚，收叠起来，
就是一个拉杆箱。

旅行是快乐的，也是短暂的，但快乐
是可以延续的。每次旅行回来之后，周老
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将照片挂上
墙，然后，没事的时候，每天看几眼，那是
儿子陪他去过的又一个地方呢，他的眼神
中是无限的满足。

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昏暗的灯
光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戴着老花眼
镜，在翻看影集。照片已经泛黄了，是老
人年轻的时候，带自己的孩子游玩时拍
的。照片中的孩子，是多么快乐，照片中
的年轻父母，是多么满足。那也是足迹，
那是父母陪孩子成长的足迹。但是，一眨
眼，孩子长大成人了，离开了父母的身边，
足迹似乎就此断缺了。

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父母陪我们一
起成长，留下了一行行清晰的足迹；当父
母年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陪陪父母，
带他们出去走走，再一次留下我们共同的
足迹呢？

于尉氏河东公社周村采集，为国家三级文物。
此炉高41.7厘米，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部

镂空隆起，由云带纹交错相织构成，其上蹲踞一只
巨狮作钮，狮子足下踏灵芝类祥瑞之物；巨狮昂首
长啸，其身腹内空，为自然排烟之道。炉身仿周代
铜鼎形，平口，尖唇，折沿，束颈，两耳甚巨，由两条
蜿蜒起伏之三爪龙自然形成，巨龙身躯肥硕，独角
叱咤，怒目巡视；炉腹较浅且鼓侈。炉盖及腹部上
下均饰四只幼狮，其间以古币纹相隔，幼狮忘情戏
耍，翻腾滚爬，情趣可爱。香炉圜底，下承三只粗
壮蹄足，蹄足五爪，锋利异常；足腹相接处为三只
巨型独角兽，阔口龇牙，埋首专注，似正吞噬足
身。炉底外侧有方形框，内饰阳文楷书，款识为

“大明宣德囗囗监督工部官正吴邦佐造”，字体笔
画正规、工整清秀。该香炉纹样考究，狮、龙刻画
细腻传神，铸造精湛，腹内有多年香烬浸渍烧烤形
成的烟炱痕。

吴邦佐：宣德时铸铜工艺名匠。他既是冶炼、
铸造宣德炉的督造官，也是炉式、款式、色种的设
计者，为宫廷的宗庙社堂，铸造了大批铜器，同时
还“私铸”铜炉出售，多为精妙之器，十分珍贵，贵
族豪门争相竞购。

位于郑州市西南、二七区马寨镇水磨村东沟
北家庙。水磨村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下郑
州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至今仍保
留有水磨农民协会旧址。

旧址原为村中大户张氏祠堂，原有建筑今已
无存，现有建筑为2002年重建之两进四合院仿古
建筑，红墙碧瓦，由大门、照壁、祭堂、东西厢房组
成，占地680平方米。大门朝南，门前有高半米石
狮子一对，系新镌刻品。门侧壁上书“水磨农民协
会遗址”隶书字样，门楣上挂匾，上书“张氏祠堂”
楷书描金字，照壁上刻有水磨农民协会遗址介绍，
壁侧有郑州市第十八中学所立“李大钊题词纪念
碑”一方。另院内有清代石碑—通嵌于祠堂右壁，
为清乾隆二十年（1755）张氏始建宗祠时所立，上
书建祠原由及张氏宗承。门侧有古柏一棵，高 50
余米，为建祠时所植，保护完好。

据《二七区志》记载：1925年春，根据中共“四
大”会议精神，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郑州一带开
展农民运动。水磨村是大革命时期郑荥密地区农
民运动的中心地区。1925年，李大钊来此考察农
民运动，并发表了《土地与革命》一文。是年5月，
共产党员肖人鹄、戴培元和共青团员刘墨晶到水
磨村，与村长张培泽一起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
会，以张氏祠堂为活动场所，办起农民补习班，进
行国民革命教育，针锋相对地同土豪劣绅、贪官污
吏开展斗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

1928年，根据当时河南省委指示，该农民协会
组织了著名的杨寨暴动，革命的火种迅速撒遍周
边地区，为后来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
水磨村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
发祥地之一，1925年成立的农民协会已光荣地载
入史册。2002年，马寨镇在郑州市二七区委、区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多方筹资对“水磨农民协会遗
址”进行修复，并以此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
郑州广大团员青年及中小学生中大力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

一幅又一幅
一张又一张
我们拥有着记忆中最珍贵的收藏
不要说
黑白灰的底色
单调了镜头对色彩的渴望
不要说只知道迷惘
那时候我们年轻
有饱满的热情和美好的理想
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看一看
仔细地看一看
是不是
即使没有斑斓的色彩
但我们有展翅欲飞的翅膀
再仔细瞧一瞧
是不是
我们的一双双明眸
目标一致地注视着前方
如今皱纹改变了我们的模样
老照片已然泛黄
青春谱写的友谊
却同时间一起一天天绵长
当年的小伙和姑娘
脸上多了岁月的沧桑
回眸旧时光
老照片里的小伙伴呀
我与你们长相忆不相忘

春归风静联（书法） 崔向前

老照片
王少红

水磨村农协旧址
朱永忠 吴瑞民

宣德款龙耳狮钮铜薰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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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

牵挂的分量
陈鲁民

足迹
孙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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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3月 24日至 30日，谷牧
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
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会
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
生和福建省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
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
港澳工作的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检
查总结了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贯
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试办特
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习仲勋和刘田夫向会议汇报了
广东的情况：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筹
建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支精干
的专家队伍已参与到深圳、珠海特
区的建设规划中来；起草拟订出包
括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合
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
组织管理等内容的《广东省经济特
区暂行条例（草案）》；一批开拓者已
进入特区工作，蛇口工业区开始建
设。1979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创汇创
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 32%；贸
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达到 20.5亿美
元，增长32%；与外商签订装配加工、
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的合同金额达
6.56亿美元。在汇报成绩的同时，也
汇报了存在的问题：随着特区建设

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
加，又出现了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
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
应紧张等问题；由于过去从来没有
这样的实践和经验，加上缺乏必要
的防范措施，出现了走私和黑市买
卖港币等问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
中，由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对中
发［1979］50号文件的某些规定存在
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上也
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汇报
中特别谈到，社会上对特区这样的
新生事物有很多议论，有人甚至怀
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随
之，福建省也做了汇报。

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和
福建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
彻对外开放方针和试办特区等工作
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决
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
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许多
问题上取得共识。会议强调，试办
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
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
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
好，其次是珠海。会议还明确指出，
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
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
是实行市场调节。

3 月 30 日，会议在广泛讨论研
究的基础上，形成《广东、福建两省
会议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
上交 10亿元，比中发［1979］50号文
件确定的数额少2亿元，并就解决能
源和交通运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
出入境手续和资金信贷等方面的问
题提出了具体办法。此外，会议还
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
区”正式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

“经济特区”。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批准了这个《纪要》并作出批示（即
中发［1980］41号文件），肯定了中央
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
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
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
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发展，而
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
革。在短短的时间内，两省工作有
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同时在
批示中，客观地指出两省在实行新
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
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要求：“广东、福建两省必
须加强领导，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加
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做出贡
献。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
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
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

导，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
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
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
项工作做得更好。”

6 月 19 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
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报
告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纪要》的批示。习仲勋在会上做了
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
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
思想，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充分发
挥广东省的优势，积极稳步地进行
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把经济搞活，闯
出一条加快四化建设的路子来，为
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中共广东省委于 5
月 4日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
特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6月12
日，又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
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以
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同时，习
仲勋和省委还决定，派出领导干部
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增加
他们对现代化建设的感性认识，增
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改革
开放意识。

7月29日至8月8日，中共广东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
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
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
策，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
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习仲勋在
总结会议时指出：“中央批准我省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
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
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
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
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
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
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
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
来，加快前进的步伐。”

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
1979 年 12 月 27 日审议并原则通过
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

“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也首次见诸于
新闻媒体。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
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
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
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
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
此同时，有关方面还具体制定了海关

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和治安保护
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
投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
用、产品销售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
优惠的待遇，并成立了经济法庭、法
律顾问处和经济仲裁办事处，使特区
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时，
外商在深圳的投资骤然增加，兴办的
项目达到300多个。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
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
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
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
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参与特
区筹建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
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
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
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
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
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
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
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
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
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
成批地回来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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