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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聆听习主席发表的 2022

年新年贺词。其中那句“‘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的深情告白”，让泪水瞬间湿润

了我的眼眶……

我的弟弟陈祥榕牺牲已 1 年多，我

仍然接受不了他已经永远离开妈妈和

我的事实。他是军人，我理解他的使命

与担当。但作为他的姐姐，在我眼里他

只不过是个刚刚成年的孩子。18 岁的

他，为捍卫国家领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

生命。弟弟能有这样的举动，妈妈和我

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从小就是个尊老

爱幼、懂得感恩、坚强乐观的人。

妈妈常说，她怀弟弟时，肚子比身

边其他孕妇大得多，一度让她以为是双

胞胎。弟弟常在妈妈肚子里翻江倒海，

弄得妈妈苦不堪言。妈妈说，这孩子出

生后一定是个“小霸王”。弟弟出生后，

我看着他安静地躺在妈妈怀里，闭着眼

睛，长长卷翘的睫毛连着眼皮一动一动

的，鼻子上有一些白色的小点，粉色小

巧的嘴巴“吧嗒吧嗒”地动着，软软糯糯

的样子可爱极了。我当时便暗暗告诉

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爱这个小家伙！”

弟 弟 会 走 路 后 不 久 ，爸 爸 妈 妈 就

带 着 他 离 开 福 建 老 家 ，去 湖 北 做 生

意。爸爸妈妈的工作是把散户种植的

香 菇 收 购 过 来 ，粗 加 工 后 再 卖 出 去 。

他 们 有 时 候 忙 起 来 没 时 间 照 顾 弟 弟 ，

就把弟弟反锁在家里看电视。弟弟也

特别乖，他会安安静静待在家，不哭也

不闹。房东阿姨开了一间小卖部。弟

弟 再 长 大 一 些 时 ，就 会 一 边 玩 一 边 帮

她 照 看 店 铺 。 房 东 阿 姨 对 弟 弟 说 ，喜

欢吃什么可以自己拿。但弟弟从小就

受妈妈教育，别人家的东西不能拿，喜

欢什么就告诉爸爸妈妈。他从不拿店

里的东西吃，有人来买东西了，就屁颠

屁颠地跑去叫阿姨。阿姨也特别喜欢

这个从远方来的孩子。

后来，爸爸妈妈到海南承包了芒果

园。弟弟也被送回了老家，和奶奶、我

一起生活。尊老爱幼是妈妈常挂在嘴

边的话：“奶奶年纪大了，自己能做的事

要 自 己 做 ，要 听 奶 奶 的 话 ，做 个 好 孩

子。”家里炖鸡汤时，鸡胗被视为最有营

养 的 部 分 ，弟 弟 一 定 会 把 鸡 胗 给 奶 奶

吃。堂弟比弟弟小两岁，两兄弟形影不

离。妈妈常跟弟弟说：“你是哥哥，要懂

得照顾保护弟弟，你的玩具和零食也要

跟弟弟分享。”弟弟一直是这么做的，有

好吃的、好玩的先让给堂弟。

我读高三那年，爸爸患上了癌症。

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离开了我们，留

下刚在福州上大学的我、正上初中的弟

弟，还有因为高昂医疗费被掏空的家。

家 中 的 顶 梁 柱 倒 了 ，妈 妈 也 面 临 一 个

抉择 ：是继续到海南 ，还是留在老家？

爸爸离开后的家是急需钱的。这时，远

在海南的舅舅提出和妈妈一起承包芒

果园，各项成本先由舅舅垫付。面对舅

舅 的 帮 扶 ，妈 妈 最 终 还 是 决 定 留 在 老

家。她告诉舅舅：“虽然去海南可能会

挣到更多钱，但是祥榕正上初中，正在

叛逆期，我要留在他身边。”那段时间，

妈妈早出晚归打三份工，上午在超市做

售货员，下午到市场帮人卖米粿，晚上

还会到米粿作坊帮工。对于妈妈的苦

心，弟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一心

认 真 学 习 ，一 放 学 就 回 家 帮 妈 妈 干 家

务，还时常宽慰我不要担心家里。年幼

的弟弟力所能及地关心着妈妈和我，全

力以赴地考上了高中。

在妈妈、弟弟的支持下，在社会爱

心人士的资助下，我顺利大学毕业，留

在福州，成为一名实习律师。一天，很

少袒露内心想法的弟弟突然说他想去

当兵 ：“我从小就想当兵 ，以前年龄不

够，现在我达到年龄了，我看到学校里

的 海 报 和 宣 传 标 语 ，今 年 征 兵 已 经 开

始了 ，我想报名！”妈妈和我看着弟弟

坚定的目光，听着他斩钉截铁的语气，

都很欣慰。妈妈说：“当兵是很光荣的

事，我们无条件支持你！”终于，弟弟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 ，顺 利 通 过 征 兵 考 核 。

去 部 队 前 一 晚 ，家 里 为 弟 弟 举 办 了 欢

送会。席间，弟弟穿上新军装，光着脚

丫 ，站 得 笔 挺 ，恨 不 能 再 高 出 我 一 大

截 ，以 显 示 他 能 保 护 妈 妈 和 我 的 小 男

子汉气概。这有趣的一幕还被妈妈拍

了 下 来 。 弟 弟 当 兵 走 后 ，我 们 还 时 常

翻看这张照片。

弟弟到部队后，一有使用手机的机

会，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每每问及他辛

不辛苦时，他总是说不用担心他，一点

都不辛苦。有一次，我刚刚做完一个小

手术，因为麻药不起作用，术后躺在病

床上，疼得眼泪汪汪的。堂姐把这一幕

拍下来发给了弟弟。弟弟看到照片后，

打 电 话 过 来 叮 嘱 我 要 好 好 照 顾 自 己 。

我突然觉得心里暖乎乎的，心想：这个

“小屁孩”真的长大了。

弟弟入伍后第一次领到津贴 4100

元，寄给妈妈 2000 元，寄给我 2000 元，

还叮嘱我要把钱拿一部分给奶奶。我

问他：“你把钱都给我们了，100 块你怎

么 够 用 啊 ！”弟 弟 满 不 在 乎 地 说 ：“ 哎

呀 ，我 这 边 都 不 用 花 钱 的 ，100 块 够

了 。”直到后来 ，我才从弟弟战友口中

得知，弟弟并不是不需要花钱，而是不

舍得花钱。

最先收到弟弟牺牲消息的是在老

家的叔叔。那时，妈妈正在海南工作。

叔叔怕妈妈着急，打电话轻描淡写说家

里有急事，要她乘坐次日一早的航班回

趟家。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叔叔谎称

是弟弟在训练中受了伤，需要我们去新

疆陪护。妈妈这才松了口气，打电话让

我次日也到家。那是一个煎熬而漫长

的夜，我一直默念着弟弟一定没事。但

现实是残酷的。次日，先妈妈一步到家

的我，从叔叔那里得知了真相。急匆匆

走进家门的妈妈，看到我泪流满面，瞬

间明白了一切。妈妈双腿一软，瘫坐在

地，晕了过去。

到家第二天，来接我们的弟弟战友

到家里探望妈妈，妈妈又悲伤得晕了过

去。第二天，我们就坐上了去弟弟单位

的航班。一路上，我还是不愿相信弟弟

牺牲的事实。直到看到弟弟躺在冰棺

里，我才相信，弟弟已经永远离开我们

了。一位首长问妈妈：“你们有什么要

求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会尽力满足。”

妈妈却摇了摇头说：“我儿子是保家卫

国的英雄，我没什么要求。我只想知道

他战斗时，勇不勇敢？”

从弟弟的遗物里，妈妈和我看到弟

弟两封未能写下去的信，每次写下“亲

爱的妈妈”便停笔。弟弟一定有很多话

想对妈妈说吧，无言的告白，写就永恒

的深情。后来，其中一封被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现在，我有时还能在清晨听到妈妈

的哭声，晚上听到她一遍一遍播放着弟

弟战友们写弟弟的歌曲《榕儿》。妈妈

常说：“不管是谁，在那种情况下，都会

做出和榕儿一样的选择。”有时，当着我

的面，妈妈也会自我安慰：“就当你弟弟

还在部队当兵吧！”

弟弟的牺牲，成为妈妈和我无法治

愈的伤痛。曾经活蹦乱跳的他化作牌

匾、证书和奖章。但我为弟弟骄傲，他

那么年轻就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并且最

终牺牲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清澈的

爱、只为中国”，弟弟做了每一名中华儿

女都会做的事。

如今，我也以弟弟为榜样，身着“孔

雀 蓝 ”成 为 文 职 方 阵 的 一 员 。 身 在 军

营，当那些与弟弟年龄相仿的战士日渐

成为我熟悉的战友，当一次次看到他们

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模样，我开始理

解弟弟那份“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背后

的家国深情……

（徐文涛、李荣荣参与整理）

清澈的爱，永留天地
■陈巧钗

家 事

故乡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

在同母亲微信视频时，我看见那

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落在家里熟悉的

小院，我这个游子的心也不禁一暖。

儿时，我怕冷，却总盼着过冬。因为

每当大雪纷飞时，我便可以冲进风雪里

玩耍，玩累了就回屋坐在滚热的炕头上，

看窗外的雪花大朵大朵地落下。往往这

时候，房门开了，寒风拥着母亲走进来。

她一边扑打头上和衣服上的雪，一边说：

“好大的雪啊！”我看着母亲头上的雪笑着

说：“娘，你变成白发老太太了。”

那些年的风雪没能阻挡母亲奔忙

的 脚 步 ，她 在 雪 地 里 留 下 了 许 多 脚

印。这些脚印又被雪覆盖，但在我的

心底却从未消融。

我读中学时住校，有一年下了一

场罕见的大雪。晚自习时，窗外西北

风呼呼地刮。冷不丁，风从窗户缝隙

钻进来，裹挟着零星雪花，掉在皮肤上

冰凉。雪越下越大，等我回宿舍时，地

上的雪没过了脚踝。

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同学告诉

我，家里有人来找我。

我踩着积雪，一路飞奔回宿舍，发

现是母亲来了。母亲见到我，急忙伸手

拂去我身上的雪，责怪道：“俺说让你上

周带着棉衣来，你不听，非说不会下雪，

这回挨冻了吧，看你长不长记性！”接

着，母亲从布袋里拿出棉衣、棉鞋：“赶

快换上吧。”我点点头，立刻换上，母亲

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那饱含母爱的

衣物，瞬间温暖了我的身心。那天，我

目送母亲离去，看着她在大雪中深一

脚、浅一脚的背影，不知不觉泪眼蒙眬。

后来，我参军去了远方。驻地东

北的雪，似乎整个冬天都下不完。同

家乡的雪一样，它们以一种最美的姿

态到来，把思念和牵挂都悄悄覆盖。

而今，我驻守在江南一个很难见

到雪的城市，幸好还有母亲，同我分享

故乡每一场雪到来时的欣喜。

“娘，院儿里冷，赶紧回屋吧！”

回到屋内，母亲像当年一样，扑打

头上的雪花。我知道，那些落在母亲头

发上的雪，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消融……

发上雪
■马庆民

在 83 岁老人罗力立的家里，珍藏

着一条旧毛毯。这条毛毯比她的年龄

还要大。每每轻抚它，罗力立便会想起

那段作为“西北小萝卜头”的苦难童年

生活，想起那些在沙沟监狱关爱她的叔

叔阿姨，想起父亲同她和母亲诀别时的

坚定眼神。

1940 年 6 月 6 日凌晨两点，一群国

民党警察粗暴地闯入罗力立位于兰州

的家，逮捕了她的父亲罗云鹏。

罗云鹏，原名张会璇，黑龙江巴彦

人。1938 年，他来到兰州，以流亡学生

的身份公开活动。也是在那时，他起

了罗云鹏的化名，寓意凌云壮志、大鹏

展翅。后来，罗云鹏任中共甘肃省工

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并在八

路军兰州办事处和谢觉哉同志的直接

领导下，深入到工人、劳动者和青年知

识分子中开展工作，组建了多个进步

团体和读书会，并出版进步报刊，宣传

党的政治主张。后因叛徒出卖，罗云

鹏不幸被捕。

母亲樊桂英在罗云鹏被抓走的当

晚，焚烧了所有文件和资料。第二天下

午，她和 8 个月大的罗力立，也被关进

监狱。

辗转关押多地之后，一家三口最终

被关在了兰州的沙沟监狱。这是一座

曾残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的秘密监狱。

7 岁前，罗力立一直被关在这里。

空气潮湿、气味难闻、到处是跳蚤……

这些都牢牢刻在罗力立的记忆里。唯

一从家里带进监狱的，是一条旧毛毯。

每到夜晚睡觉时，母亲总是将它披在罗

力立的身上。

在监狱中，罗云鹏被单独关押在

一个小号，罗力立则与母亲被关在一

起，一家三人只能偶尔见面。罗力立

记忆中的父亲，慈祥而温柔。每次见

面，父亲都要抱着她，给她梳头，为她

唱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

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

高粱……”父亲唱歌时，常常陷入悠远

的回忆。

当时，父亲的脸上总是挂着伤痕，

身上也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罗力立问：

“爸爸，你身上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呢？”

父亲只是笑一笑，没有回答她。

监狱里关押着许多革命同志，他们

都很爱护罗力立。放风的时候，他们会

逗罗力立，把她抛过来、接过去，玩“荡

秋千”游戏。看守说，幼小的罗力立不

是犯人，所以不予发放口粮。为了不让

罗力立饿肚子，大家都舍不得吃完口

粮，每人匀一点稀粥、窝头给罗力立吃。

在众多狱友中，罗力立印象最深

的，是一位被大家称作“W”的叔叔。每

次放风的时候，W 叔叔又唱又跳，有时

候跳个新疆舞，有时候捡纸片画一幅

画。后来，她才知道，W 叔叔就是被人

们称为“西部歌王”的民族音乐家——

王洛宾。

王洛宾很喜欢罗力立，一有空就会

和她说话，给她讲故事。他说，天堂里

有美，地狱里也有美，他可以在这个地

狱里，为大家点燃艺术的生活。

在一次放风的时候，罗力立在地上

捡到了一粒看守掉的蚕豆。蚕豆脏兮

兮的，但罗力立还是咬了一半。咀嚼几

下，那香气立刻弥漫在罗力立的嘴巴

里。从小在监狱长大的她，没有吃过这

么好吃的东西，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好

吃的东西。罗力立拿着剩下的蚕豆，找

到了王洛宾。

这粒脏兮兮的蚕豆，击中了王洛

宾柔软的心。他心中酸楚，回到牢房

后，用一截牙膏皮在一个纸烟盒上，写

下了儿歌《大豆谣》：“蚕豆秆低又低，

结出的大豆铁身体。牢房的丽丽夸大

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小丽丽笑眯

眯，妈妈转身泪如雨。街头上叫卖糖

板栗，牢房里大豆也稀奇。小丽丽有

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

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罗力立

原名罗俐丽）“全世界大豆属于你”，对

于当时的罗力立来说，是多么美好的

期待！

1994 年，王洛宾专程赶到罗力立

的家中，给她带来一包大豆。两人一边

吃大豆，一边唱《大豆谣》，回忆那段难

忘的经历。

1946 年 2 月 27 日黄昏 ，国民党特

务来到沙沟监狱，声称要将罗云鹏带

走。罗 云 鹏 和狱友一一告别后，来到

了母女俩的小号。他告诉樊桂英：“有

机会就回家。”后来罗力立才知道，“回

家”就是找党组织。罗力立忽然感到手

上热乎乎的，低头发现，那是母亲的眼

泪滴到了她的手背上。母亲不想让监

狱里的同志们慌乱，也不愿意在敌人面

前露出怯懦，所以她忍住撕心裂肺的痛

苦，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诀别时那炯炯发亮的眼睛，深

深地烙在罗力立的心里。罗云鹏告诉

罗力立：“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不要忘

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要充满力量

地挺立在天地之间。”根据罗云鹏的嘱

托，罗力立的名字，从“罗俐丽”改为了

“罗力立”。

1946 年 2 月 27 日夜，罗 云 鹏 被惨

无 人 道 的 敌 人 秘 密 活 埋 ，年 仅 36 岁 。

“ 我 生 是 共 产 党 的 人 ，死 是 共 产 党 的

鬼！”这是他就义前留下的话。

罗 云 鹏 牺 牲 半 年 之 后 ，1946 年 8

月，因为敌人找不到樊桂英是共产党员

的确凿证据，只好将母女二人释放。

樊桂英早年在陕西入党。出狱后，

她决定带罗力立回到那时已经成为解

放区的老家——山西运城。她们先从

兰州偷偷来到陕西西安，再从西安一路

向东，渡过黄河，辗转回到了山西运城。

如今，罗力立与老伴和儿子一起生

活在山西运城。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

红色题材儿童剧《大豆谣》，在全国公

演。“西北小萝卜头”的故事，被越来越

多人熟知。故事中，革命者坚定的理想

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感染激励

了很多人。对罗力立来说，这一切，都

是对父亲罗云鹏最好的告慰。

温 暖 生 命 的 记 忆
■陈治国 汪 涛









本版投稿邮箱:jbjrjt@163.com

红色传家宝

腊 八 粥 一 喝 ，年 味 逐 渐 浓 郁 。

1965 年的腊八粥，是我入伍一个多月

后在军营喝的，滋味独特，温暖永存。

我所在的一排有 17 位新战友往家写

信将此事告知父母，其中有 14 位家长

回信，说“连队好，如同在家一样”，鼓

励孩子“当好兵、争第一”……后来，我

们排里搞了一个家信展，请全连战友

来参观。这顿军营腊八粥，极大鼓舞

了新兵们的士气。

那年腊八前一天，连长张茂柏告

诉 司 务 长 ：“ 新 兵 离 家 不 久 ，腊 八 一

过，大年临近，会想家。在家喝腊八

粥，咱在部队也要喝，让他们开心快

乐不想家。”

这事让司务长犯了难。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做腊八粥需要用到多种杂

粮、花生米和大枣等。那时一切凭票

证供给，市场上基本没卖的，上哪里去

弄这些食材呢？

司务长急忙找炊事班长商量，打

算去粮所沟通一下，买点黄豆、红小

豆，煮混合米的豆粥来代替。此事，被

前去打开水的新兵王桂祥恰巧听到。

他回来在我们一排各班一说，战友们

立刻想到离家时爹娘硬塞进挎包中的

一些小食品。这个说，我从老家带的

花生米一直没舍得吃，正好用上；那个

说，我这里有上好的乐陵金丝小枣，是

主料；探家回来的一位老兵说，他带回

了沂蒙山区产的山栗子，腊八粥中必

不可少。大家边说边翻挎包，还有的

拿出了熟瓜干、炒黄豆。排长辛安娃

又从服务社买了两包蜜枣送来。大家

将各种食材集中起来，整整两脸盆。

这食材送到炊事班时，司务长也

正将几斤黄豆和一点红小豆买回来。

他看到有了这么多能煮腊八粥的原

料，乐得合不拢嘴，立即吩咐炊事班将

其洗干净后浸泡，以备第二天一早熬

粥用。

腊八的早餐，全连各班都有了一

桶香喷喷的腊八粥。这粥中，有新兵

家乡的金丝小枣，带着母爱的温暖；有

老兵从沂蒙山区捎来的山栗子，饱含

沂蒙乡亲爱军的热情。

连长和指导员走进一排，进行了

讲 评 。 指 导 员 说 ：“ 好 啊 ，一 排 好 风

格，特别是新战友将带来的家乡特产

贡献出来，让军营的腊八粥滋味香甜

独特，全连战友都感谢你们！天寒地

冻，喝顿热气腾腾的腊八粥，身体健

康不得病，训练备战往前冲！”连长红

红的脸庞绽开笑颜，扫视全场后，对

一排长动情地说：“一排要名副其实，

当好第一，不光是名在全连的排头，

事更要干在前头！这次你们做得好，

即将开始的新兵训练更要当好排头

兵！”

排长向连长庄重地敬了军礼，高

呼“是”，全排“哗哗”响起长久不息的

热烈掌声，尤其是新兵们脸上的笑容

格外灿烂。窗外寒风刺骨，滴水成冰，

营房内暖意融融。喝着热气腾腾的腊

八粥，腊八节的节味浓浓，新兵们离开

家不想家，一心想着苦练杀敌本领保

卫国家。

当
年
腊
八
粥

■
刘
绍
堂

那年那时

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罗力立展示陪伴她 80多年的旧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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