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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余姚市流传着一段充满人间真情 的
爱情 佳 话 ：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为了爱同一个女
人，彼此克制着炽热的情感 ，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磨
难，使这个女人的婚姻生活更加富有传奇色彩 。

前不 久 ，笔 者赶赴余姚 采访 了 这个 饱 经悲
欢离合 的 传 奇家 庭 ，从 中 发 掘 出 一个延续18年
的爱情颂歌 。

残月 难圆
1 970年 的 一 个 春夜 ，浙 江 省余姚市老方桥

镇姚驾桥村一 间 低矮 的 平 房 里 ，燃起 了 两 支花
烛，年 仅22岁 的 农 民 郑 涨 钱 和20岁 的姑娘 刘桂
英喜结 良缘 。

婚后 ，小 两 口 精打细 算 ，日 子 过得挺红 火 。
不久 ，刘桂英 当 了 母亲 。天有不测风云 ，1974年 ，
当刘桂 英又 身 怀六 甲 ，即将临产之际 ，郑涨钱的
脖子 右侧 生 的 几个小 淋 巴 结 愈长愈大 ，他不得

不到医院检查
医生切片检查 ，确诊为“恶性淋巴瘤”。一合计 ，治疗费至少在千元以上 。
当时郑家 的全年收入 ，只有靠 田 头工分换 回 的280元 。郑涨钱懵了 。
桂英得 知后 ，哭着 对丈夫说：“就是倾家荡产 ，也 不能 耽误治病！”他

们开 始卖家产 ，危难之 中 ，幸亏街坊邻居 、亲 朋好友纷纷伸 出 援助之手 ，才
把郑涨钱送进了 杭州市肿瘤医院 。

两个 月 后 ，桂英生下了 第二个孩子 。月 子 里 ，她始终在忧心 、烦躁和不
安中 煎熬 。一天 ，邻居给她捎 来话说 ：“医 生通 知家 属 ，准备后事。”桂英一
急，出现了 从未有过的寒栗惊惧的神情 。

1974年12月 4日 ，在医院住了106天的郑涨钱 ，因 无 力继续 支付 昂 贵的
治疗费 ，顶着漫 天飞雪 ，踉踉跄跄 回 到家 中 。

推开草屋 ，他惊呆 了 。寒 冬腊 月 ，只有3岁 的 老大和嗷嗷待哺的老二穿
着单 衣 ，挤在竹榻 的一角 ，瑟 瑟 发抖 。刘 桂英 披头散发 ，满面浮肿 。见丈夫
归来 ，她愣头愣脑了 半天 ，突然傻笑起来 。

妻子疯 了 ！郑涨 钱拼命摇着 桂 英 的 双 肩 ，眼 泪 像断 了 线 的珠子跌 落
下来……

凄风苦雨
悲痛万分的郑涨钱明白 自己已危在旦夕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 己死后将给24岁的

疯妻和两个幼女带来的种种苦难 ，于是便托人把岳父叫 到床前。“爸 ，桂英是在
月子里受刺激落下的病 ，兴许好好调养 ，能恢复健康 。可我现在照顾不了她 ，
还成了她的累赘 ，求您把桂英带回去。”刘老汉困惑道 ：“我把桂英领走 ，你和
孩子咋办？老二还要吃奶 ，我还是把桂英母女仨带走 ，你安心养病。”郑涨钱
急忙阻拦道：“把孩子留下 ！你和岳母年纪大了 ，干不了农活。”

刘桂英跟着父亲 回 去了 。她是嘻嘻哈哈笑着 ，浑浑沌沌走的 。
这年 正 月 初 三 ，郑 涨 钱把最 后 一 块 糕 饼连 同“74年10月 5日 生 ”的 字

条，裹在仅4个 月 大 的老二身上 ，然后神情恍惚地抱起孩子离开家 门 ，搭乘
一艘小船 ，朝余姚市急驶而去 。

下午 3时 ，郑 涨 钱迎 着 风雪 ，一头撞进 桐 江桥 饭 店 。他 见服 务 员 正 忙着 搞卫
生，便趁其不注意 ，一横心 ，颤悠悠地放下老二 ，扭头就走 。他想饭店人 多 ，兴许碰
上个好主 ，给女儿 留条 活路 。

他记不清 自 己 是怎样 回 到家 的 。然 后 ，他拖着疲惫 的 身体爬到荒 山 上 ，替 自
己挖了 一座坟 ，又竖起一块碑 ，用 炭条涂上5个字 ：郑涨钱之墓 。

干完这一切 ，他再次托人把岳父叫 到床 前哀求道 ：“你代桂英 同 我办离婚手
续吧 ，我怕 是过得 了 今天 、过不 了 明 天。”起初 刘 老 汉执意不肯 ，但在郑涨钱 的再
三请求下 ，刘老汉含 泪答应下来 。

1975年3月 5日 ，他俩互相搀扶着来到老方桥公社 。刘老汉哆哆嗦嗦地替女儿

在离婚书上按了 手印 。
三颗爱心

奇迹常在厄运中 出现 。刘桂英回到娘家后 ，虽说无钱治病 ，但经过母亲整整一
年的精心调养 ，逐渐康复 。父母把她嫁给了余姚泗门镇陶家堡村农民吴松桥 。

而濒临危境的郑涨钱也绝处逢生 。他靠锻炼和长期服中药 ，竟捡回一条命 。
1976年夏 ，桂 英妈去 世的 第 二天 ，郑涨 钱 闻讯赶 来帮助 料理后事 。饭桌

上，郑涨钱见挺着大肚子 的桂英坐在比她大18岁 的后夫 身边 ，完全恢复 了 从
前曾 经有过的那般丰姿和色泽 。而桂英 见到郑涨钱时 ，脸上一阵红 ，一阵 白 ，
失了 神 。更让桂英 受不了 的 是 ，大女 儿 平波乘巧地倚在父亲 身 边 ，瞪 着一双
陌生的眼睛 ，冷冷地瞅着 自 己 。

打了 多 年 光棍的吴松桥 ，此 刻正 沉浸在即将初为人父 的喜悦之 中 。他被
这意外的相逢 、尤其是妻子 与 前夫之间 出现的尴尬弄得不知所措 。

郑涨钱怀着难 以名 状的苦恼 ，离开 了 泗 门镇 。
这一晚 ，他们3人都不曾合眼 。
吴松桥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他发现妻子和前夫的 内心深处依然为对方留

着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插足的情感空间 。吴松桥痛苦地对桂英说 ：“既然你俩都恢复
了健康 ，孩子也长得很好 ，那我就……成全你们 。挑全 日 子 ，我们把婚离了 ，你回到
阿钱身边去吧！”桂英惶惑道：“我怎么能结了离 ，离了结呢？”

她无限深情地对吴松桥说 ：“你放心 ，我决不会和你离婚的。”
再说郑涨钱回到老方桥镇后 ，只觉得脚下一片虚 空 ，仿佛跌人无底深渊 。
他病 了 。虽说是他三番五次“逼妻 ”离婚 ，但如今 当 他亲眼 目 睹与 自 己 同

床共枕5载的 爱妻与别 人喜结 良缘时 ，就无限痛苦 。
整整12年 ，郑涨钱再也没有踏进咫尺天涯 的泗 门镇 ，而刘桂英 也没有 回

老方桥镇 。一对曾 经恩 爱 的 夫妻 ，天各一方 ，他们 以 传统 的 美 德和坚强 的 意
志理智地处理好了三 者 的关 系 。

花烛高照
改革 的 春 风吹进 了 农村小 镇 ，郑 涨 钱挑起 了 流动货担 。他每天翻 山 越

岭，送 货进村 ，用 自 己 幸勤 的 劳动 ，还 清 了 债 务 ，并含辛 茹苦拉扯女 儿 ，一直
供她读到高 中 毕业 。

多年 来 ，上门提亲 的人络绎不绝 。但他不为心动 ，无意再娶 。他对那些上
门提亲 的说 ：“我现在一 门心思养好女儿 ，她是我和桂英 的骨 肉 ，不能让她受
一点 委屈。”1988年 岁 末 ，一个 大腹便便 的 老 汉迟 疑地走 到郑涨钱摆 的地摊
前喑 哑着 嗓子 问 ：“你是 不 是 平 波 的 爸？我是从泗 门 来 的。”郑 涨 钱浑 身 一
颤：“你是吴松桥？”老汉 点 点头 。此时的 吴松桥 已 是一副苍 老的模样 ，弯着
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 。吴松桥说 ：“我专程赶到 余姚来 找你 ，是想请你到我
们家 去一趟 ，有要事 商量。”老郑 紧 张 地问 ：“是桂 英 出 事 了 吗？”吴摇摇头 ，
又拍着 自 己 像10月 怀胎的大肚子说 ：“桂英很好 ，是我得了肝腹水 。我觉得 自
己快不行了 ，所以来求你同桂英 复婚。”郑涨钱急忙阻拦道：“桂英不能嫁我 。
我尝过这种苦 ，不该再轮到你来尝。”

郑涨钱坚持不见刘桂英 ，却捎去了1500元生 活费 。因 为他觉得 自 己有责
任去援助他所爱 的人 。

不久 ，吴松桥离开 了 人 世 。坎坷 的 生 活 留 给 刘桂 英一 身 债务 。在这危难
关头 ，郑 涨 钱 出 现在刘桂英 的 面 前 。他悄 悄 地把吴松桥 的 遗体背上 山 ，埋进
1 4年 前就为 自 己 准备好 的 坟墓 中 ，同 时更换 了 墓碑 。料理完这一切 ，郑涨钱

轻轻地理 了理桂英 的头发 ，低声道：“别 愁 ，有我呢？！”
1992年2月 18日 ，郑涨钱和刘桂英肩并肩走进泗门镇人民政府办理了复婚手续 。
晚上 ，刘桂英缓缓打开吴松桥临终前送给他俩的 礼物——一对花烛 。花烛柔

柔地 、高 高地燃起来 。桂英告 诉久别 的丈夫 ，吴松桥留 下 的遗言 是：“真想再为你
点一次花烛……”

复婚后 的 郑 涨钱依 旧 干他 的 流动货郎 ，而刘桂 英忙里忙外 ，和谐而又 幸福 。
笔者近 日 采访这个特殊家庭时 ，他们 已 喜气洋洋地搬进 了92平方米的新房。24岁
的大女儿 郑平波在余姚一所学校任打字 员 ；18岁 的二女儿 吴丽萍在余姚卫生学
校就读 ；16岁 的小女儿吴丽君 已学得一手娴熟 的理发技术 。在这个历经磨难的特
殊家庭 中 ，因 为每个人的 心灵 结合在一起 ，所 以 充满了一种特别 甜密 的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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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 的一天 ，
郭老和夫人于立群等人到
浙江普陀 山 游览 ，意外地
挽救了一位三次高考落 第
姑娘 的 生命 ，这件事一直
成为人们的美谈 。

那天 ，在梵音洞 外的岩壁
上，郭老在游览 中 偶然拾到一
个绿色封面的 日 记本 。他老人
家好奇地翻看起来 ，只见扉页
上镶有一个年轻姑娘 的 照片 ，
背景是雁荡 山 合掌峰 。姑娘年
约十七八岁 ，学生模样 ，长得
眉清 自 秀 。郭老取下照片一看
背面 ，只见用 娟 秀 的 字体抄录
了裴 多 菲的诗句：“生命诚可

贵，爱 情 价 更 高 ，若 为 自 由
故，二 者 皆 可 抛。”这个 日 记 本
送给 什么 人 的 已 不 可 辨 认 ，不
过上 面 有 她 的 住址和 姓 名 。日
记本上 的 第二页上写有一幅对
联：“年 年 失望年 年望 ，处处
无寻处处寻。”横批是：“春
在哪里”。第三页上写有一首
五言诗：“三春花再落 ，何处
再寻春？解脱烦恼者 ，蓬莱观
世音。”再翻过一页 ，上面有

“ 来 生魂魄 系普陀”，并署着
当天的 日 期 ，上面还有几处 泪
迹。郭老看着看着 ，觉得情况
不对 。

他立 即 对女秘书说：“你
快去把这个女孩子找来。”随
后，把 照片递给了她 。女秘书
也看 了 日 记本上写 的东西 ，就
说：“那 女 孩 子 会 不 会
……？”郭老说：“白 天游人
很多 ，她 不 会 选 择 这 个 时
候。”郭老无心再游
览，说完就和夫人迈
着沉重 的步伐回 到 了
附近 的 招待所 。

不久 ，女秘书把
那个失意的年轻姑娘
找来 了 ，郭老热情地
接待了 这位神情忧郁
的姑 娘 。并 笑 着 问
道：“你 叫 李 真 真
吧？”姑 娘 反 问 ：

“ 您老人家怎么知道
的？”郭 老 又 说 ：

“ 你的情况我知道一点 。你考
了三次大学都没有考上 ，又在
爱情上受 了 点挫折 。社会 的议
论，家庭
的压 力 ，
逼得你想
到这 里寻
短见 ，是
不是
啊？”李
真真 泪 流

满面地
问：

“ 老 同
志，您
是省招
生办的
领导
吧？”

郭老摇摇头 ，随后取 出 绿 色 日
记本 ，姑 娘 一 见 ，才 恍 然 大
悟。

郭老和 蔼地说：“你文化
不错啊 ！对联写得可 以 ，不过
内容 消极 了一点 。你看 ，你写
的上 联 不 动 ，只 要改改 下联和
横批 ，内容就变了 。郭老在姑娘
的本子 上把她写 的 对联改成这
样：‘年 年 失 望 年 年 望 ，事 事难
成事 事 成’，横 批 是 ‘春 在 心
中’，就行 了。”李 真 真 一 看 ，被
郭老 的 行动 感 动 了 ，含 泪 说 出
了自 己 的 遭 遇 ：“当 初 我 确 是

‘ 春在心 中’，我想成为诗人 。但
三次 高 考 落 榜 ，在 大学 读 书 的
男友 又 把 我 的 照 片退 给 了 我 。
我受 尽 了 热 嘲 冷 讽 ，只 有 死路
一条。……”郭老说 ：“你的心情
可以理解 ，但不应 寻短见！”

郭老 走 到 办 公桌 前 ，铺开
宣纸 ，挥笔写 了 一幅对联 ：

有志 者 ，事
竟成 ，破釜沉舟 ，
百二 秦 关 终 属
楚；
苦心 人 ，天
不负 ，卧 薪 尝
胆，三千铁 甲 可
吞吴 。

郭老 在 对 联 下 方 写 着 ：
“ 蒲松龄落 第 自 勉联”。郭老

又随手写 了 一首诗 ，赠给李真
真，勉励她积极向 上 。李真真
接过 郭 老的两幅手迹 ，只见题
联下面有 “郭沫若 ”几个显眼
的字时 ，心情激动 ，她想起了
楚霸王破釜沉舟 ，大败秦兵 的
壮烈场面 ；又好像看见越王勾
践卧薪尝胆 ，奋发图强 ，终于
灭吴雪耻的情景 ，而蒲松龄落

第，志 不 消
沉，创作 了 不
朽名著 《聊斋
志异 》更 在 自
己的 心 中 激起
了浪花 ，生的
欲望又在她的
心中 复 苏 ，理
想的新芽更在
心中 萌发 。她
当场向 郭老表
示，决不会忘
记他老人家 的
殷殷教诲 。

郭老 回 到
北京之后 ，又给李真真写了一
封信 ，指导她的 自 学 。李真真也
给郭 老 回 了 信 ，表示 一 定 不 辜
负郭 老 的 期 望 ，并作 旧 体 诗一
首附 在 信 后：“梵 音 洞 前 几 彷
徨，此 身 已欲付汪洋 ，妙笔 竟藏
回春 力 。感激恩师救迷航。”

“97民生——革命圣地之旅”夏令营延安 行

8 月 11日 一 大 早 ，西安 民 生 大 楼 前 已 是 人 声 鼎 沸 ，熙熙攘攘 ，100多
名参加 97民生——革命圣地之旅 夏令营 的 少年 儿 童 ，穿 着 印 有 民 生集
团标志 的服装 ，戴着安全小黄帽 ，兴高 采列 ，整装 待发 。他们 的家 长和 等
待商店开 门 的顾客 则 围 在周 围 。家长们 的 脸上都带 着喜悦 ，因 为他们的
孩子 都是通过 自 己 的 努 力 争 取到这 次机会 的 。西安 民 生 集 团 董事 局 主
席兼 总裁 詹军道 、副 总 裁 曲 家 琪及 团 省委 、少 工 委 的 领 导 前 来送行 ，逐
一将孩子们送上两辆豪华大轿车 。

97民 生——革命 圣地之 旅 夏 令 营 ，是 共 青 团 陕西 省委 、陕西省 少
工委 、西 安 民 生 集 团 联 合 举办 的 “万 名 儿 童 看 民 生 ”陕西 省 首 届 万 名 红
领巾 欢 乐 假期 活动 月 的 最后 一项 内 容 。事 情 的起 因 是这样 的 ，今年 的 7
月14日 ，《西安晚报 》发表 了 一名 叫 张素艳 的 孩子家长题 为《把假期还给
孩子 》的 来 信 ，信 中 谈 道 ，由 于 我 国 教 育 制 度 的 缺 陷 及 孩 子家 长们 的 偏
见，总 是把大人 的观点强加在孩 子们 的 身 上 ，在学校 里 ，孩子们在“分数
第一 ”的 强大压 力 下喘不过气来 ，放假 回 来 ，又得按家长们 的 旨 意 ，参加
这个培训那个学 习 ，左脚 刚 出 这个校 门 ，右脚又 无可奈何地跨进那个学
校。这样 以 来 ，假期就失 去 了 原 来 的 意 义 ，成 了学期 的 延续 。她还 说 ，车
行千 里还有个加油 的 时候 ，何况我们 的 孩子 ，仅 以小学三年级学生来计
算，一学期 主 副课 七 、八 门 ，还 不 算家 长 额 外 “加 餐”，如 此 以 来 ，孩 子 哪
有闲 的时候 ，不少学生说 ，双休 日 是他们最悲惨 的 日 子 ，大人进行双休 ，
他们 则 要 进行 “双 补”。所 以 希 望 ，既 然 暑 假 是 孩 子们 的 假期 ，国 家规定
学校一律有假期 ，那么这个假期就绝 不仅仅是一种 再学 习 的装 饰 ，要实
实在在地把假期还给孩子 。看到这篇文 章 ，民 生集 团 的 决 策 者们深深地
认识 到这 的 确 是一个 带 有 普 遍 意 义 的 社会 问 题 ，那么 民 生集 团 怎样才
能实现这位孩子家长 的愿望 ，也 是广 大 学生及家长们 的 共 同 愿望 ，为使
孩子 们有 一个健康 快 乐 有 益 的 暑 假做一 些 有益 的 尝 试 呢？巧 的 是 ，他
们的想 法 竟然 同 共青 团 陕西 省委 、陕西省少 工 委 领 导 的 想 法不谋而合 。
经过 认真地策 划 ，终于提 出 了 这次 以 “万 名 儿 童 看 民 生 ”为 主题 的陕西
省首届万名红领 巾 “欢乐假期 ”活动 月 。

活动内容包括 ：少儿绘画大赛 ，四驱车大赛，“露一手 ”绝活大赛 ，作文大
赛，“民生一 日 ”摄影大赛 ，为希望小学献爱心活动 ，少儿互换图书 、玩具 、用品
交易会 ，电子琴大赛 、少儿书法大赛 、民生知识竞赛 、少儿乒乓球大赛 、少儿学
习机汉字录入大赛 。在这些活动中 ，他们将选拔出100名幸运者 ，免费参加'97
民生——革命圣地之旅夏令营活动 。同时为了吸收普通孩子也能有机会参加 ，
他们还对在民生大楼购物满50元的顾客 ，可凭购物发票兑奖 ，选出66名一等奖
获得者 ，—起免费参加 97民生——革命圣地之旅夏令营活动 。

活动从7月 25日 一 开 始 ，就 引 起 了 孩子们及家 长 的 广 泛兴趣 ，每天
前来报名 参赛 的少年 儿 童排成了 队 。为 了 给 孩子们 良 好的 活动条件 ，民
生集 团 在一楼黄金地段挤 出 了 足够 的空 间 ，针对酷暑 炎热 的天气 ，他们
把冷 气开得足足地 ，给 孩子 们提供 了 一个既 能娱乐 ，又能纳凉 ；既 有休
闲又 不乏兴趣 的 综 合性活 动 内 容 。经 过 激 烈 而 又轻松 地选 拔 ，终 于有

100多 名 幸运 者 获得 了 参加 免 费 97民生——革命
圣地之旅 夏 令 营 活 动 。由 于 此 次 活 动报名 的 少年
儿童 很 多 ，参 加 革 命 圣地之 旅夏令营 的 人数毕竟
是少数 ，为 了 鼓励 更 多孩子 的 积极性 ，在八一 节 前
夕，民 生 集 团 又 增 加 了 一项 组 织 少年 儿 童 代 表到
位于华 山 脚 下 的 荣军医 院一年 一度慰 问 革命残废
军人 的 活 动 ，民 生 集 团 在 向 这 里 的 革命功 臣赠送
价值 万 元 的 奶 粉 、藕 粉 、像 册 、毛 巾 被 等 慰 问 品 的
同时 ，儿 童 代 表 们 也 即 兴 泼 墨 ，作 书 作 画 ，将他们
的作 品送给 了 他 们 心 目 中 的 英 雄们 。看 到 英雄们
的生 活 ，听着 英雄们 的故事 ，这些少儿代表 获得了
一次 极 不 寻 常 的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和 人 生价 值 教 育 。

慰问 革命残废军人 活动 的开展 ，为 97民生——革命圣地之旅夏令营 活
动的开展 ，提供了 更加丰富而有益 的 内容 。

经过4个 多 小时 的驱车行进 ，中 午时分 ，车队来 到黄陵 ，孩子 们一吃
过午 饭 ，就来 到了 中 华 民族 的始祖轩辕黄帝陵 前进行参拜 。当 孩子们得
知埋 在 这 里 的 就是平常 人 们所说 的 炎 黄子孙 的 始祖黄帝时 ，都感 到十
分自 豪 ，孩子们 听 着 大 人 的 介绍 ，仔细地看着这 里 的 一草一物 ，天真而
可爱 。可 想 而知 ，如 果 黄帝在天有灵 ，能够看到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这些
孩子们的幸福和快乐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从炎黄帝开始 ，中华民族经历过多
少风风雨雨 ，多少帝王将相 、志士仁人 ，—代—代 ，都在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业
生生不息 ，奋博不止 。今天，21世纪就要到来 ，作为下个世纪的主人 ，孩子们无
形中会感受到身上的责任已悄悄地压在了他们的肩上 。从这一点上看 ，这是他
们在课堂上 ，在家里都不能学到 的一课 。

拜谒黄帝陵之后 ，汽车继续 北 上 ，天黑时分 ，到达 革命圣地延 安 。孩
子们别 提有 多 高 兴 了 ，他们 一次又 一次地惊 讶 ，一遍 又一遍 地寻 问 ，这
就是延 安？这就是宝塔 山 、延 河？这就是 当 年毛主席领导 中 国 革命 ，在
这里住了13年 ，领导 中 国 人 民打败了 日 本帝 国 主义 ，打败 了将家 王朝 的
延安 ？这就是 他们幼 小 的 心 灵 中 最 圣 洁 最伟大 的 地方？延 安 ，这 就是
延安 ，普通而又伟 大 ，伟大而又普通 。孩 子们从理想 的 世界 回 到 了 现实 ，
从而使 他们 更 加 渴 望早 日 来 到毛主席党 中 央 当 年 战斗生 活过 的 地方 ，
仿佛他们就要来到党 中 央毛主席的 身边一样 。

8 月 12日 ，天 气 晴 朗 。按 照 夏 令营 的 安排 ，今 天 的 参 观 内 容 是 宝塔
山、王 家 坪 、枣 园 、延 安 革 命博物馆 。在 宝塔 山 ，当 孩 子们 登 上仰慕 已 久
的宝塔 山 顶 的 时候 ，个个气 喘 嘘 嘘 ，汗 流浃 背 ，这才体会 出 了 攀 登 的 艰
难和 事 业 的 艰 辛 。面 对 着 他们 朝 思 暮想 的 宝塔 山 ，“小学 者 ”在
回想 着 课 文 中 的 内 容 ，背 诵起贺敬 之 的 诗，“双 手搂 紧 宝塔 山 ，
紧紧 地 贴 在 心 窝 上……”，“小 画 家 ”在 构 思 绘 画 的 内 容 ，“小 书
法家 ”在凝神静气欣赏着毛泽东 的 《念娇奴 ·雪 》诗碑，“小记 者 ”
则举 起 相机咔喳咔喳 拍个 不停，“小 舞 蹈 家”、“小 音乐 家 ”们也
都在根据 自 己 的 爱好忙前忙后 。

不知 是哪位 小 朋 友在宝塔 山 周 围 的 园林 中 ，一棵宝塔松树
旁边 发 现 了 一 个 有 “西 安 民 生 ”四 个 字 的 标志牌 ，在 中 央机关 、
各省 市 自 治 区 名 称 的 标志牌 中 显得 非 常 醒 目。97民 生——革
命圣 地 之旅 夏 令 营领 队 ，民 生 广告 公 司 经理 焦安 祥 ，认真地 向
大家 介 绍 了 这棵 民 生松栽植 的过程 。那 是在1995年 ，焦 经理陪
詹军道 总裁来宝塔参观 的 时候 ，看到一 些 以 中 央机关及省名 命
名的宝塔松 ，詹总便和宝塔 山 文管会协商买了一棵上好的松苗 ，
亲自 栽 了 下 去 。几 年 来 ，民 生松 同 其他松树一起 ，一 年 年 长 大 ，
民生 人 的 事 业 也 像这 民 生松一样 ，一 年 年 发 展 壮 大 ，不仅 资 产
总值 、物业 总 面 积成为 西北 商 界之首 ，同 时连 续 6年 销售 收入 、
上缴 利 税雄 居 西 北 地 区 之首 ，被 誉 为 西 北 商 王 ，取得 了 举世 瞩

目的辉煌成就 。因 而在一大堆 中 央机关及省名 称命名 的 宝塔松 中 ，民生
松一 点 儿也不显得逊 色 ，反而显得特别 引 人注 目 ，它不正是民 生人艰苦
奋斗 、顽强不屈 ，奋发向 上精神的体现吗 ？

听着 民生松 的故事 ，孩子们也许还 不能很 明 白 地谈 出 其 中 的 感 受 ，
但是通过这棵民 生松 的故事 ，无疑艰苦奋 斗 ，奋发 向 上 的延安精神 多 多
少少在他们心灵深处 ，会烙下难 以忘怀 的印 象 。

如果说民 生松 的 故事使孩子们对艰苦奋斗 的延安精神有 了 一个直
观的 了 解 。那 么 在 王 家 坪 、枣 园 当 年 毛主席 及党 中 央 的 驻 地 ，这种 了 解
将变得更加深 刻 。提起毛泽 东 、周恩来 、朱德 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没有 哪 个 孩 子 不 知 道 ，过 去 在他 们 的 心 目 中 ，这些 人都是非 常 伟 大 的 ，
不仅在 中 国 的现代 史 上有 着 崇 高 的地位 ，就是在 中 国 的 历史 上 ，在世界
的历 史 上 ，都有 着 不可 替代 的 光 辉地位 ，他们是 中 国 的 伟 人 ，也 是世界
的伟 人 。然 而 他 们住 的 地方 却 如 此 简 陋 。在 毛 主 席 的 住 室 里 只 有 一个
炕、几 张 木 桌 和 几 张 木 椅 ，连 个 像样 的 家俱 都没有 。在凤凰 山 麓 的 王 家
坪，周 恩 来和朱德竟 然 同 住在一个三 间 式 的 窑 洞 里 ，中 间 为过道和会客
之用 ，两边 为 卧室 ，咋 一看 ，这 哪像领袖住的地方 ，甚至连今天一些 单位
最普 通 的 传达 室 都 不 如 。谁 能 想 到 ，一代 人 民领袖们 ，就是在这样艰苦
的条件 下 ，掌 握 着 全 中 国 革命 战 争 的 发展 进程 ，推翻了 旧 中 国 。他们 的
事业是如 此地伟大 ，而他们 的 生 活却如此艰苦 。很 多 少年 儿 童 在毛主席
住过 的 那 间 窑 洞 里 的 留 言 本 上 写 下 了 各 种 发 自 内 心 的 声音：“毛爷 爷 ，
您是中国人的骄傲 ，您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永远鼓励我。”“你们能在这么艰苦
的条件下打江山 ，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您就是我们的好爷爷！”
等等 。孩子们是天真的 ，可也是懂事的 。有人认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骄生惯养 ，个
个都像小皇上 ，可是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 ，这些孩子是很聪明也很懂道
理的 ，他们成熟早 ，理解力强 ，富有主见和正义感 ，能够得到正确地引导 ，他们
是很有希望地一代 ，中华民族的事业 ，人类的事业 ，一定会在他们的奋斗中发
扬光大 。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 ，由 民生集团及团省委 、省少工委共同组织的“
97民生——革命圣地之旅夏令营的确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成功的 。这种成功不
仅仅体现在孩子们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 ，忽然间提高到—个更高的境界 ，同时
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上 ，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当天晚上 ，休息后我来到孩子们
的房间发现 ，孩子们忽然间长大了许多 ，大家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已成为风
气。在一间房子里 ，住着三个 小朋友 ，—位最小的横躺 在床上睡着了 ，另外两 名小
男孩则等他睡着后 ，帮他脱鞋脱衣 ，将他摆正 ，盖好毛 毯 ，然后他们才脱衣 睡觉 。还
有，在行进的路上 ，—个小朋友走不动 ，马上就有几个小朋友上 来帮助 。吃饭时大
家围坐一圈 ，没开始吃前 ，大家谁也不动筷子 ，吃饭时 ，谁也不铺张 浪费 。在甘

泉县 民 生希 望 小 学 ，不 少 孩 子 早早就为 那 些 贫 困 的 小 朋 友 准 备好 了 礼
物，他们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的精神令人 感动……

民生 集 团 组 织 的 这 次 革 命 圣地之 旅 夏 令营 的 成功之 处 ，还体现在
对中 国 革命 的 成功来之不 易 有 了 较深 刻 的 理解 。在延安革命博物馆 ，孩
子们在看到革命领袖们 日 理万机 ，艰苦奋斗 ，与人 民群众 同 苦 共苦 的作
风的 同 时 ，还 看 到 了 许许 多 多 的 英 雄前辈和 革命 烈 士 ，他们前赴后继 ，
赴汤 蹈 火 ，为 了 革 命事 业 ，吃 大 苦 、耐 大 劳 ，甚至献 出 了 宝 贵 的 生命 。而
今天 ，生 活 在这 么 好 的 环境之 中 ，还 有 什 么 不满 足 呢？同 时 ，有 的 孩子
还深 有感触地说 ，看 来 只有在艰苦奋斗 中 才能成就事业 ，因 而 当 我 向 几
个稍大 些 的少年 儿 童 寻问 ，要 艰苦奋斗还 是要享 受时 ，他们都异 口 同 声
地回 答 ，当 然 是要 艰苦 奋 斗 。因 为 他们 已 经 明 白 ，任何 的 成功都是需 要
艰苦 奋斗才能换来 ，奋斗 的 目 标越高 ，就越艰苦 。艰苦 中 孕 育 着 伟 大 ，奋
斗中 孕 育 着成功 。尽管在今天 ，艰苦奋斗所体现 的 内 容和方式 已 发生变
化，但 是它 的 精 神和 实 质 ，都 无 不在 我们 的 身 上 发挥作用 ，主宰着 我们
每个 人 的 成 功 与 失 败 ，事 业 的 发展 与 倒 退 。因 而艰苦奋斗 ，不仅是延安
精神 的集 中 体现 ，是革命 的传家宝 ，更是人类生存繁衍 的一大真谛 。

正像民 生集 团 董事 局主席兼总裁詹军道所说：“延安精神是全民族
的财 富 ，是 我们事业 发 展 的 原 动 力 。我们西安 民 生集 团 ，就是在艰苦奋
斗中 一步 一 步 闯 过 来 的 。我相信 ，艰 苦 奋斗是成就一切事业 的 根 。作为
下个 世纪 的 建 设 者 ，少年 儿 童 们富 有 重要 的 历 史 责任 。我们 国 家 、我们
民生 事业 ，希望 都 寄 托在 他们 身 上 。在科技飞 速 发展 的 今 天 ，社会需要
的是富 有创造 力 和 有理想 的 人才 ，不仅需要 知识 ，更要从先 贤志士 身 上
汲取 力 量 ，从而早 日 成 为 “四 有 ”新人 ，才能 为将来 建 设 祖 国 ，包括 建 设
我们民生打下 良好基础。”这就是民生人 的眼光和气魄 。

8 月 13日 上 午 ，夏 令 营 来 到 位于 甘 泉 县城关镇姚 店村 民 生 希 望小
学，这是民 生集 团 投 资 修建 的 蓝 田 、山 阳 、甘 泉 三所希望小学之一 。县委
书记 、镇 长 、民 生 希 望 小 学领 导及 师生 ，对 民 生集 团 组 织 的 夏令营 的 到
来，表 示 了 热 烈 地 欢迎 。在这整 洁 的 校 园 和宽敞 明 亮 的 教室 里 ，夏令营
的孩子 和 当 地 的 孩子 在这里 举行了 联欢和 交流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滚
铁环 、拔 河 、交换 礼 品 。度过 了 他们最为 快 乐和最有意 义 的 时光 。午饭之
后，车 队开 始返 回 ，傍 晚 时分 ，车 队抵达 民 生 大 楼 广 场。97民 生——革
命圣 地 之 旅 夏 令 营 结 束 了 。万 名 儿 童 看 民 生 ，陕 西 省 首 届 万 名 红 领 巾
“ 欢乐 假期 ”活动 月 也随 之画 上 了 圆 满 的 句 号 ，然 而 留 给人们 的 思考却
并没 有 结 束 ，给 孩 子 们 的 心灵 ，给社 会 产生 的 影 响 更没有结束 。因 为这
次活动 ，不仅为成 千 上万 名 少年 儿 童提供了 一次锻炼的机会 ，为 暑假生
活提供 了 丰富 多 彩而富有特殊意义 的社会 活动 ，为 教育 界 ，为社会如何
更好地培 育 我们 的 下一代 ，作 了 最有意 义 的 尝试 。同 时对于参加 97民
生——革命圣地之旅夏令营 的 小朋友来说 ，也许整整一生都不会忘记 ，
因为他们获得了 一生 中 都取之不尽 的 力 量源 泉。（惠 焕 章 ）

图片说明 ：① 民 生 集 团 总 裁 詹 军 道 等 为 夏 令 营 送 行
② 民 生 夏 令 营 在 凤 凰 山 麓 毛 主 席 党 中 央 旧 址 参 观
③ 民 生 夏 令 营 少 年 儿 童 与 甘 泉 县 民 生 希 望 小 学 的 少 年

儿童 在 一 起 。他 们 自 豪 地说 ：“我 们 都 是 民 生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