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六 2017 年 11 月 25 日

本版责编：申虎峰 3QINZHOUXINWEN
综 合

田君老先生树藩，漳源镇山坡村人。生于 1921 年 9 月 20 日，1940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 年离
休，时任山西邮电管理局邮政处副处长；2017 年农历 3 月 17 日仙逝，享
年 97 岁。

我称田君老先生为田老师，2012 年正月与他接触至今五年多了，在这
五年的时间中结下了深情厚谊，特别是在接触的第一年，他赠送了我《国
史点滴》精装书，（这件事使我永生难忘）《国史点滴》是田老先生在 90 岁
高龄时编写的，被《山西政协报》和沁县《乡亲》全文连载。《国史点滴》是他
老人家的经典作品。

2011 年冬我与王效堂先生了解了田老先生的个性后，于 2012 年正月
十七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夹雪，路面很滑，我打着伞到了南石堠他的住宅，
敲开他的门，向他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坐在他身旁道清我的情况。田老先
生慢慢的和我谈起话来，田老先生正如王效堂先生说的：“态度和蔼，平易
近人，娓娓动听，毫无一点干部架子。”使我对田老先生产生了敬佩之情。

因我是退休教师，退休后经常看书读报，有时还写些东西，作品有
时候还在书报上刊登。田老师知我的情况后，他谆谆告诫我看书要多看
史学书、哲学书、文学书，要活到老，看到老。书读得越多，知识越丰
富。要博览群书，做到博古通今；写作要深入到群众中，生活中，了解
第一手资料，写作还要体现思想性，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吸引读者。
我听了田老师的话深受启发，受益匪浅。以后我总是每年两三次到他家
与他促膝谈话，每次座谈有每次的收获，每次到他家总是带着疑难问去
请教，他总是耐心地讲解。

五年来，我与田老先生接触有近 20 次，由于接触得多，所以了解他的
情况也很多。他具有家国情怀。1940 年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国家危
难之际，田老先生毅然加入抗日队伍，历任抗日青救会秘书、情报站站长、
区游击队指导员、直至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
中心学校校长等职，积极投身民主政府教育事业，被树为沁县民主县政府
教师楷模。1949 年调山西邮电管理局任主任科员，副处长等职。兢兢业业，
廉洁奉公至离休。

情系桑梓。田老先生因身体原因回故乡养病，虽身居斗室，收入微薄，
生活清贫，但每日读书阅报，关注国事乡事变化，撰文记述家乡历史，伏案
数月修编家谱，为新建山坡村希望小学、重修田氏宗祠、宗祖立碑、修桥筑
路、凿井引水等家乡事，与他的孩子们积极捐款策划，尽其所能，彰显一位
抗日老战士爱国爱家乡的拳拳之心。

老骥伏枥。离休后，田老先生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开始笔墨耕耘，三
十余年不辍，以通俗而优雅的文笔，先后编著《琐言碎语》、《感悟录》、《晚
年琐集》、《耄耋随笔》等。忠告子孙如何温故、养生、做人。以 90 岁之高龄
编写《国史点滴》，是田老先生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之作，被《山西政协
报》和沁县《乡亲》全文连载。

德邵年高。风雨九十七载，田老先生以精忠报国之心，经受了抗日生
与死的历练；以宁静淡泊之心，从容应对国运世风的嬗变；以感恩仁爱之
心，回报家乡与社会；“大德者必得其寿”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七十周年两枚奖章，是对田老先生
革命生涯的最高褒奖。

教子有方。田老先生一生勤奋学习，积极工作，严谨做人，廉洁奉公，
热心奉献的精神陶冶着他的子孙们。他的子孙们个个成才，三个儿子在各
自工作岗位上都颇有建树，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儿子们忠于党
忠于祖国也善于助人，情系家乡，成为家乡人们的口碑。

“仁者寿”是田老的座右铭，刻在大门顶上，非常醒目。他的一生就是
讲“仁”。因他一生讲仁，所以他享受近百岁的天寿。

谦虚简朴。田老先生生前说话做事总是很谦虚简朴。比如他的文化知
识渊博，但与人相处很和谐，知识毫不保留传授与他人。我曾经劝他，把一
生的情况写下来著成一本书，传与后人，传与社会。而他却说，他的知识很
浅显，对祖国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他还告诉我，在几年前就写下遗嘱，告诉
孩子们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收礼，简办丧事。孩子们就是按他的遗言办
理的，这是他谦虚简朴的高尚品德，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所具
备的精神风貌。很值得社会尊重，很值得大家学习的。

八月十五，金陵城下，暮夜凭栏，没有
皓月当空，银蟾光满，只有淫雨霏霏，地面
泛起阵阵涟漪，思绪早已飞回魂牵梦绕的
故乡，又是熟悉的一幕，圆月、圆桌、圆盘、
月饼，奶奶、爸爸、妈妈、我，电话那头的叔
叔和姑姑，但却唯独少了一人的身影，我
亲爱的爷爷，这样的中秋已经整整持续了
五年。

爷爷离开我们五年了，这五年中我从
未停止过对他的思念，生活中总有那么一
刹那会勾起心底的那一片记忆，脑海中开
始浮现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导仿佛历历

在目，难以释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生老病死，这无法抗拒的自然
规律背后究竟包含着怎样让人难以承受的生离死别之痛……生命是如此的脆
弱，一个不经意间，病痛就无情地将我爷爷从我身边夺
走，留下的是无穷的挂念和难以抹去的伤痛！

时间回到五年前，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深陷繁重学
业的高中生，与此同时是放疗之后与病魔一直抗衡的
爷爷，每天我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而爷爷则无时无刻
不在与病痛搏斗，为生命抗争。这么多年来，爷爷的身
体一向硬朗，小病都很少出现，可命运偏偏爱和我们开
玩笑，这一次他真的病倒了。那段时间，一股挥之不去
的阴影笼罩在我家庭院的上空，每个人的心头，我们在祈祷，期待着奇迹的发
生，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爷爷的身躯逐渐被掏空，力气一点点消耗殆
尽，病情一步步蔓延恶化，原本老骥伏枥的爷爷如今气息越来越弱，完全朝着
与我们期待相反的方向发展。绝望是什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爷爷日日忍
受着疼痛，身体每况愈下，直到最后奄奄一息，从自己的身边离去，而自己唯
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学回来短暂的陪在他的身边，残忍之至。每次放学回来，
从他痛苦的表情中我仿佛也能感到那种剧痛，心如刀割；从他的眼泪中我仿
佛能感受到他的不舍，是啊，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要说再见，我还有很多经历要
和他分享，还要等着他见证我的成长，我还没有尽一份孝心，而这一切都要戛
然而止了……

不久之后，爷爷便离开了我们，从此再也感受不到他的温度，再也听不到
他的声音，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但重要的一点是他将永远活在我

们心中。爷爷毕业于高等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象牙塔的知识熏陶让他身上多
了一份书香气质，生前养成了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总是
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因为书卷带给他足够的底蕴和面对生活的勇气；他当时
选择了北师的数学系，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一门严谨抽象的学科，在大学期间
养成的基本素养已经彻底融入爷爷的血液，在生活工作中处处有体现，成为
了他一生秉承的信条；爷爷职业生涯始于沁县师范，从事了多年的数学教学，
于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辛勤耕耘，广育英才，桃李满天下，而他的数学
智慧同样用在了我的身上，尽管我在中学时代时他已离开讲台多年，但他依
旧思路清晰，信手拈来，使我对数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后期爷爷一直投身
于基层行政管理工作，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敬业负责，精益求精，颇受好评，新
闻联播一直是国家政策的风向标，这是爷爷每天都会关注的电视栏目，家中
订阅的报刊杂志不计其数，作为一名公务人员和中共党员，心系国家，心系人
民，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持；爷爷他们这一辈人一生历经了文化大革命时
期和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事件和风云变换，饱经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洗礼，

见证了中国时代的巨大变化，过去的种种经历让他十
分珍视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他的身上总是散发
着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品格，刻苦勤劳，认真节
俭，真诚待人，胸怀天下，从他身上总能学到很多，令
人钦佩。

仔细回想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总能被爷爷的爱所
打动，从小到大，我一直在爷爷的关爱下长大。有些记
忆，如潮水般涌来。小学时学校距离家很远，家人不放

心，便要有人来接送我，放学后总能在校门口看到一辆老式自行车旁的爷爷，
他的目光早已在人群中锁定我，在向我挥手；小时候十分喜欢养一些小动物，
是爷爷不厌其烦地为我精心照料它们，每次放学回来看到那些可爱的生命，
心情顿时愉悦很多，这成为我美好童年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学时代他更加关
心我的成长，给我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可以免受打扰静下心来学习，还
常常和我谈心，教导我做人要淳朴正直，坦荡友善，做事要认认真真，恪尽职
守。退休后的爷爷开始忙于在院中种植各种蔬菜瓜果，为家里补充一年四季
的新鲜蔬果，在他的辛勤劳作下，餐桌上常是琳琅满目、绿色健康的佳肴。

我很留恋爷爷在世时的生活，普通的小院，但有他的精心料理，庭院
总会干净整洁，温馨舒适，家庭互敬互爱，其乐融融；我很想念爷爷，他性
格谦逊，为人和蔼，博学多才，是我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爷爷，他将
永远与我们同在！

家 训

思念田君先生

怀念爷爷
李 源

国强家旺民族兴，增强国力是根本。
想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营造好环境。
思想正，廉洁风，才能如愿社会稳。
孔孟说教人人赞，再加党的好领导。
家规家教好家风，社会细胞是基本。
道德文化头一位，思想灵魂率头引。
浅说几句拙笔写，切望众人听分明。

人一生，事三宗，孝父母，为国忠。
义不容辞还有事，繁衍后代留下根。
祖为根，父是本，孝敬父母第一宗。
父母给了你生命，才能来世干事情。
生你养你父母亲，父母恩情比海深。
当家才晓柴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
尽孝父母是天责，不孝父母最难容。
若不孝顺父母亲，不如动物不够人。
父母确是骨肉亲，骨肉相连难离分。
天理在，良知存，做好前辈好子孙。
父母衣食与精神，时时刻刻挂在心。
双亲若有不妥处，切忌顶撞善劝清。
让尊有个好心情，胜过到外拜佛灵。
自己莫道岁已大，双亲健在是福音。
现时不把父母孝，到老后辈看样行。
不停劝告时不待，后悔药方无处寻。

子女亦为骨肉亲，他们正在成长中。
善教化，踏善根，谆谆教诲把理通。
好种才能出好苗，精心培育大才用。
违法违规不能干，夜半不怕鬼叫门。
爱读书，勤阅卷，知书识理为正人。
倘若少壮不努力，老大伤悲一场空。
子女懂事上学堂，交给学校去培养。
老师家长紧配合，育好祖国大红花。
不骄不傲不耻问，真知来在实践中。
善思考，多研究，博学多才国家用。
信心毅力都具备，世上无事办不成。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青。
善动脑，勤劳动，财富就在劳动中。
人活名，树活皮，蚂蚱凭借眉两根。
讲奉献，莫夸功，贪图名利是小人。
为人处世和为贵，切勿无谓闹纠纷。
莫道他人长与短，自然殃祸少缠身。
崇科学，莫信神，顺应规律办事情。
求知欲，要增强，缺乏知识便是蠢。
愚蠢人，不精明，大事小事办不成。
乐助人，树新风，想事做事凭良心。
物质享受要知足，精神需求不可松。
对人仁爱威望高，心态平和可长龄。
五味清淡精神爽，处事宽容赛佛灵。
愿后人，诚受训，光前裕后添耀荣。

好夫妻，重爱情，相互体贴最要紧。
俩人配合育子女，同心共建美家庭。
日常琐事生活中，难免看法有不同。
互换位置想一想，双方都是父母生。
多交流，勤沟通，心里舒坦团结紧。
你恩我爱直到老，和和美美称金婚。

好婆婆，能宽容，好比天宫王姆神。
对女对媳都一样，要把儿媳当亲生。
婆媳之间无异心，全家和谐是核心。
爱儿媳，敬婆公，一团和气好家庭。

好媳妇，年轻人，敬重公婆是本份。
莫怪婆母说话多，一颗红心为子孙。
精明媳妇看得清，过时也把婆婆升。
勤俭持家和为贵，是咱中华好传统。
妯娌姐妹心连心，互助互帮众人颂。
姑嫂姐妹一条心，内娶外嫁一家人。
全家和，邻里睦，当好婆母接班人。

哥兄弟，姐妹们，天赋你们同根生。

好比手足不分离，相辅相成筋连筋。
兄爱弟，弟敬兄，姐妹相助不薄情。
孝敬父母争抢先，兄妹关照父放心。

为人处世莫小视，正正堂堂做尚人。
遵守仁义礼智信，缺少一项不成人。
无名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儿一世穷。
身居高贵不淫荡，有权切勿欺压人。
清风两袖不爱财，廉洁勤政树高风。
想让他人敬自己，自己首先敬他人。
有钱先还别人债，得志首报父母恩。
不义之财不可取，无功受禄更不行。
野蛮人无道无礼，文明人以理服人。
世事每从宽处落，人伦常在容忍中。
有过勇于承担过，改过便成高尚人。
虚荣之心不可有，嫉妒之念不可生。
认真思考辨是非，有主有见办事情。

处朋友，结弟兄，首先学会识别人。
不仁不义不可交，酒肉吃喝假弟兄。
刚正爽快有骨气，欺软怕硬是小人。
目无法纪狂傲者，阳奉阴违歹毒人。
此类人员少来往，免得祸殃缠上身。
损人之念不可有，防人之心时时存。
实意真心结良友，精诚相助办事成。
交心当慎初相见，到老终无怨恨心。
长江一去无回浪，人老何曾再年轻。
有事但近君子说，是非莫听小人音。
良药苦口能治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话多不如说话少，话少不如说话好。

除了爱家爱人生，更要增强爱国心。
岗位工作须认真，敬业奉献廉洁风。

“忠孝很难两俱全”，这种说法不够准。
尽忠也能尽了孝，合理安排同样功。
勿忘中华百年耻，增强国力壮强筋。

外敌胆敢再欺凌，定将他们送进坟。
全国上下紧团结，汲取内斗血教训。
和平正义齐奋起，击溃侵略保和平。

人生一世很短暂，珍惜光阴干事情。
认认真真创事业，老老实实做尚人。
多讲奉献少居功，有作有为不愧心。
有志有向有雄心，莫做只吃不干白活人。
做事之前先做人，高尚情操纯灵魂。
举止大方讲文明，是非功过应分清。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早读经。
大道劝人三件事，戒酒除花莫赌金。
妻贤何愁家不富，子孝无需父现身。
但能以理求生计，何须欺人作恶人。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停。
青山只会明今古，绿水何曾洗是非？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
小身会文国家用，大汉空长作什么？
万事立业在今朝，莫待明朝悔今朝。
确保一个好体魄，否则一切尽归零。
发放毕生所有能，楷模精神激后人。
我氏家族众子孙，牢记前辈做人经。
弘扬中华高文化，为国添增新耀荣。

李先云

人到老年第一条，
夫妻健在为最好。
在家两人能作伴，
出门在外相依靠。
不论走了哪一个，
丢下谁也不好熬。

人到老年第二条，
要把生活安排好。
奢侈浪费不可取，
过分节俭没必要。
有钱先仅自己花，
勿为子女把心操。

人到老年第三条，
勿为孙辈去操劳。
孙辈有其父母亲，
由他们管就行了。

想想问问不为过，
切勿亲自动手脚。

人到老年第四条，
强身健体最重要。
健身娱乐坚持做，
体魄健壮疾病少，
自己能够顾自己，
省得别人把心操。

人到老年第五条，
合理饮食特重要。
定时定量进三餐，
主食副食搭配好。
各种营养齐跟上，
保证身体能够好。

人到老年第六条，

生活习惯要良好。
烟酒过量伤身体，
情绪激动险情高。
坚决戒烟限饮酒，
赌博场
所莫去跑。

人到老年第七条，
广交朋友莫忘了。
交了老友交新友，
朋友多了心情好。
常到一起聚一聚，
快快乐乐寂寞少。

人到老年第八条，
用用脑筋也很好。
读书看报知天下，
写写画画健健脑。

既能跟上时代走，
老年痴呆能赶跑。

人到老年第九条，
放松心态要做到。
牢记吃亏就是福，
不争不闹不计较。
放宽心过每一天，
心情舒畅身体好。

人到老年第十条，
发挥余热也需要。
量力而行干点事，
闲聊无事也不好。
只要身体还允许，
活到老可干到老。

人到老年说十条
●卫富魁 整理

父亲在世时，老是千叮万嘱我们：要
坚持热爱生活，酷爱运动；劳动能改善生
活，生活靠劳动来维持、支撑。听父亲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一人经营着十多亩
地，地块大小不一，但离家较远，且路途
坎坷不平，就全靠肩挑背扛，偶尔也用人
家牛车拉运几天，就靠一双勤劳的双手将
全部庄稼收拾完，颗粒归缸。有的人家拌
菜吃糠，间或饿肚子，你们虽然不得温
饱，但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父亲还经常提醒的一句话：要虚心学
习，要敢于开拓创新。五六十年代，我们
村搞大种大养，还是他老人家自告奋勇，
勇于担当，第一个站起来承担种药材———
党参、红花。那时不兴参加学习，全凭自
个儿动脑钻研，经试验，最终成功了，还
受到上级赞赏、表扬。七十年代初，又是
他老人家在百年荒草滩上破天荒地种植
了稻子，年终家家户户分到了稻粒，新年
吃上了梦想的白生生的大米饭。

爱生活，爱劳动；好学习，敢开拓，善
创新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这也就成了我们
铭记的家风家训了。李俊恒

我家的家风家训

人 生 感 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