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记录2023年6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 / 崔淑静 美编 / 张锦萍 校对 / 梁丽姣 梁琦

□ 赵永斌

一张简陋的书桌，一个简朴的书架，
沐着窗前阳光静心而读……这张祖父年

轻时读书的照片，虽历经岁月，但依旧能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醉人书香。

我的祖父赵金岩，一生行医。高唐
县人民医院建立初期，他便是当时为数

不多的工作人员之一。为响应支援基
层医疗号召，他又先后在姜店、三十里
铺、杨屯、固河、尹集等乡镇卫生院工
作。他医德高尚、医术高超，充分利用
掌握的中西医知识，为群众解除病痛。
退休后，他依旧发挥余热服务乡里，年
过八旬还在为一方百姓救死扶伤，得到
群众的广泛赞誉。

祖父所居小院幽静整洁，院中常种
些花花草草，花开之时，满目姹紫嫣红，
甚是好看。祖父屋内陈设朴素，老式的
桌椅、典雅的书画，颇有几分古色古
香。业余时间，祖父最大的爱好就是读
书。他的书桌上、书橱内放满了各式各
样的书，尤以中西医书籍为主。秉持

“开卷有益”理念的祖父一有空闲就捧
书而读，陶醉在书香世界里，耄耋之年
还经常手不释卷。直到2019年3月，90
岁的祖父因病逝世，才永远告别一生挚
爱的书籍和医疗事业。

祖父在世时，我每次回老家，他都特
别高兴，招呼我坐下，不是忙着拿糖果，
就是忙着烧水沏茶，一阵忙碌后再坐下
来喝茶聊天，他的脸上满是慈祥的笑
容。他常鼓励我多读书学习，好好工作，

不断进步。
祖父除了爱读书，还有一个爱好就

是喝茶，茶之绵润醇厚似乎更符合他慈
心仁德的性格。在满屋茶香书香的弥漫
中，祖父喝茶读书，自得其乐。

在祖父爱读书好家风的影响带动
下，全家人都好学上进，成绩斐然。特
别是家中两个姑姑、一位兄长，他们以行
医为业，我的侄女也考入中医药大学，都
继承了祖父热爱的医疗卫生事业。

这张老照片的具体拍摄时间不详，
但至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
礼。照片已泛黄，依然满书香。每当凝
神静望，我总被祖父热爱读书的精神感
染、感动。

受祖父影响，我也非常喜欢读书。
在居住的小楼上，我给自己的书房取了
一个“云锦书屋”的雅号，寓意“云集锦
绣文章，温润精彩人生”。我还专门在
书房找了一个重要位置，将修复放大后
的这张老照片郑重陈列其中，时时激励
自己传承爱读书的好家风，做一个孜孜
不倦的书山攀登者，在书籍的温润滋
养中，向上向善，向高向强，永不懈怠。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最是书香能醉人

□ 阴元昆

在聊城老照片博物馆，我看到一张
泛黄的老照片，这张老照片拍摄的时间
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照片上，一群少
年儿童身穿军装，手持步枪，迈着整齐
的步伐，在大街上行进。看到这张老照
片，我就想起半个多世纪前，我和同学
们身穿军装，肩背步枪，昂首阔步，行走
在聊城大街上的情景。

1969年，我考入聊城三中上初中。
当时国内外形势严峻，毛主席发出“要
准备打仗”的号召。我进校的时候，教
室前边的空地上，横亘着弯弯曲曲的防
空壕。我们的班级都是军事化编制，开
始叫4连6排，后来改称2连2排。

在“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
军”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学军成为教学的
一项重要内容。1970年春，学校组织学
生进行了一次拉练活动。大家背上小背
包，步行二十多公里去城西的堂邑。路
上，还搞了一次防空演习，警报一响，大
家纷纷趴到路边的沟里去。到了堂邑，
我们先到古镇东北角，穿过文庙残破的
牌坊、斑驳的古碑，来到烈士祠拜谒烈士
牌位。晚上，我们住在古镇东南角的学
校里。学校紧挨着残存的古城墙，晚饭
后，我和同学们爬到城墙上去玩，城墙上
边非常宽敞，能并排跑两辆马车。第二
天，我们步行返回城里。说起来也怪，那
时候来回跑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累。

那一年，全区要隆重举行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活动，学校组织了小民
兵方队，我也幸运地被选中。学校要求
每个人都穿军装，为此，我专门跑到父
亲的工作单位，跟他当过兵的同事郑茂
林借了一身旧军装。我穿上军装、戴上
军帽、扎上武装带，感觉帅呆了。学校给
每人都发了一支枪，这支枪就是过去的

老套筒，枪管、枪托都是真的，只是把真
枪拴卸掉了，安了个木头的。在大操场
上训练的时候，担任教练的解放军给大
家讲：“这些枪是革命前辈使用过的，我
们要倍加爱惜。”我们背着枪，昂首挺胸
走正步，练得非常认真。

校园东南角有一片长得不太高的
玉米地，我有时候从这里翻墙抄近路回
家。那天，我经过这里的时候，顺便折
了一根玉米秸秆啃起来。谁知这一啃，
我出现了严重的腹泻，高烧超过40℃。
父母把我送到大医院里，一检查，是得
了中毒性痢疾，十分危险。我躺在医院
走廊的地上，晕晕乎乎地输了几天液
体。但是，我还不忘写了张纸条送到学
校里，纸条上写着：“我还用我那支枪！”
病好了，我赶快回到训练场上。“五一”
当天，我和同学们身穿军装，肩背钢枪，
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行走在聊
城大街上，道路两旁的人纷纷投来赞许
的目光，我心里真是美极了。

那一年，解放军住进了我们学校，
学校大操场上，整齐地排列着一门门高
射炮，一根根炮筒指向天空，特别威武
壮观。学校还邀请解放军给我们讲抗
美援越的故事，我们听得非常认真。我
们还参加了军训，学习了匍匐前进、班
进攻等战术动作。

当然，演节目也有学军的内容。为
了迎接新年，学校准备举办大型文艺演
出，每个班级都要演出节目。我们班级
排练的是《解放军进行曲》，我也参加了
排练。我穿上军装，手握钢枪，一遍一
遍地练习走十字步。排练休息期间，我
还掏出自己的饭票，到学校食堂买了馒
头，分给大家吃。辞旧迎新之夜，大礼
堂里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我和同学们
踏着坚定的步伐走上舞台：“向前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演出获

得圆满成功！
到了第二年春天，学校又搞了一次

拉练活动。我们背起小背包，又出发
了。这次活动的目的地，是城东二十多
公里外的茌平张家楼村。1945 年春，
3000多名日伪军向张家楼发动进攻，全
村老少奋勇抵抗，有333名村民壮烈牺
牲，张家楼成为远近闻名的英雄村。我
们去的时候，村子周围高高的寨墙还
在，村子南边正在修建烈士纪念碑。下
午，我们听了英雄事迹报告会。晚上，
我们就住在村民家里。第二天上午，我

们还到村北当年发生战斗的地里参加
劳动。下午，我们步行返回城里。

当年开展的各项学军活动，既锻炼
了我们的身体，又磨炼了我们的意志，让
大家接受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新生入校，
都要开展军训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
是过去学军活动的继续和深入。民族
要振兴，国家要富强，就必须从小培养
学生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增强国防强
军意识，使他们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有
用之材。

忆学军往事

作者祖父赵金岩在读书

小小童子军（图片来自聊城老照片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