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看到党员紧握右拳，面向鲜
红党旗宣誓的时候

每当踏进革命烈士陵园，亲手献
上束束鲜花的时候

每当身临红色旅游景区，瞻仰革
命先烈塑像的时候

党啊，我想对您说
您是世界上最崇高、最和蔼、最

善良的慈祥母亲
也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荣、最

正确的国家政党

从南湖红船上“婴儿”的一声啼哭
到井冈山上亲手点燃的星星之火
您便早早许下初心，立下誓言
立志要解开束缚在亿万劳苦大

众身上的封建枷锁
立志要废除刺痛着无数华夏儿

女心田的卖国条约
立志要解救在屈辱和痛苦中呻

吟的受苦受难的祖国
立志要让几万万中华儿女永远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听！“八一”南昌起义的阵阵枪声
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战心惊
看！井冈山上秋收暴动的猎猎

战旗
使苦难的中华儿女开始觉醒
长征路上，多少红军战士爬雪山

过草地
出生入死不怕苦、不畏难
宝塔山下，无数八路英雄开荒山

纺棉纱
再苦再累也心甘、也情愿

三大战役敲响国民党反动派的
丧钟

开国大典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
立起来

党啊，您是一面火红的战旗
前赴后继铸塑了中华民族的世

纪辉煌

曾记否，新中国诞生后的青春岁
月里

您充满信心，抓建设，促新生
勾勒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蓝图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让中国人从此挺直了腰杆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开创了中国航天工程的新纪元

“长征一号”核潜艇研制成功
打开了中国海军建设的崭新篇章

曾记否，改革开放后的火红岁月里
您蓄势待发，搞改革，建特区
敲响了祖国追赶世界的时代强音
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
一座座越江跨海的悬索大桥
一架架翱翔天空的新式战机

一艘艘驰骋海洋的时代战舰
让国人梦想成真，使国力快速提升

党啊，您是从天际中走来的巨人
器宇轩昂，让世界日益敬仰
但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又奏响了实现中国梦的铿锵乐章
抗洪救灾，彰显了人民子弟兵的

为民情怀
抗击疫情，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

任和担当
精准扶贫，成就了脱贫攻坚战的

全面胜利
科技强国，助力着伟大中国梦的

最终实现
这一串串跳动的音符，一个个闪

光的足迹
是您领导全国人民砥砺奋进
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时代交响

党啊，我想对您说
您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您是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
您是世界和平的忠诚卫士
您是“一带一路”的开路先锋
在您的指引下
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步步迈出黑暗
在您的召唤下
站起来的中国一天天变得硬朗
在您的领导下
富起来的中国正在做大做强
在您的激励下
有着百年梦圆的中国前程一定

会更加辉煌

党啊，我想对您说
——献给建党100周年

□ 陈宝林

母亲一生爱戏，看戏、听戏，与戏
结缘。

大集体年代，物质十分匮乏，农
村除了屈指可数的一年几场露天电
影外，业余文化生活就是听广播了。
有线广播是农户的标配。县广播站
每天三次雷打不动的“现在是《戏曲
节目》，请欣赏扬剧……”，吸引了广
大农民朋友。乡广播放大站除了全
程转播县广播站节目外，就是戏曲节
目和发布政府部门通知了。母亲是
戏谜，是热心听众，十分珍爱，哪天广
播不响，听不到戏曲，心里就觉得空
荡荡的。广播就像“集结号”，戏曲成
为母亲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每到冬季昼短夜长，大清早广播
一响，母亲就会按时起床，点上煤油
灯披衣坐在床头，听扬剧、纳鞋底，然
后烧早饭、做家务，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农村过年最热闹。当天学校操
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

“春晚”如约而至。大队文娱宣传队
经过一个大冬天的集中排练，拿出两
个多小时的节目与父老乡亲见面，有
歌曲、小品、快板、戏曲、舞蹈，其中扬
剧折子戏最受青睐。母亲早早来到
现场，边嗑瓜子边看演出，过足了戏

瘾。连续五天，公社广播放大站滚动
播放扬剧《赵五娘》《皮五过年》《新春
观灯》《王樵楼磨豆腐》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传统剧目，母亲心里乐开了花。

改革开放后，公社斥巨资新建了
一座大会堂，可容纳近千人，后来叫
电影院，再后来叫影剧院。记得首
次由县扬剧团演出的大型古装戏
《十五贯》，每场爆满，一票难求。娄
阿鼠和况钟的形象深入人心，一时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接
下来是扬州、江都、来安等地扬剧团
演出的《珍珠塔》《秦香莲》《狸猫换
太子》《双下山》等，母亲一场不落。
即使农活再苦，时间再紧，也想方设
法步行七八里路赶场子，享受文化
大餐。一次，北风呼啸，大雪漫天飞
舞，母亲一跐一滑，气喘吁吁赶到剧
场，结果晚到了半小时，回来直抱怨
天公不作美，看了半场戏，喃喃地说，
下次一定要提前半小时。戏给母亲
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给生活增添了不
一样的色彩。

知母莫如子。早年，家用电器进
入寻常百姓家，电风扇、电视机、电唱
机成为新时尚。为了让母亲尽享扬
剧带来的欢乐，我们兄弟俩省吃俭
用，在供销社花80元买了一台唱片机
和几十张唱片，什么扬剧、淮剧，现代
戏、古装戏，应有尽有。唱片机放在
老爷柜上，吃饭唱、休息唱、四时八节
唱，音量调至最大。农闲时母亲还邀
请左邻右舍坐在家里一起听，分享快
乐时光。唱片机是我们家第一台电
器产品和奢侈品，现在已成为“古
董”，多年不用了。

看多了、听多了，母亲对戏剧情
节和主角基本上能说出个七大八。
像《双玉婵》《鸿雁传书》《王瞎子算
命》和高秀英、李秀敏、汪琴、李正太
等名剧名家熟记于心，有时还跟着剧
情旋律哼上一二段。苦情戏令人心
酸，母亲总是不由自主地凄然泪下，
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久久挥之不
去。每次看完戏后都教育我们兄妹
三人，要本分善良，不学娄阿鼠、不当
陈世美、不做败家子。

受母亲影响，从小我就喜欢上了
扬剧。现在每有闲暇，都会打开手机
或市电视台戏曲频道欣赏一段，几天
不听不看心里就痒痒的。

母亲的扬剧情缘
□ 吴国安

那天跟往常一样，骑着车去
北海路买菜。在回来的路上，突
然头皮发麻，瞬间天旋地转，眩
晕从天而降，无法阻挡，包围着
我。我一下子跌坐在路旁，约两
分钟症状全部消失。

我坐在地上想，一定是脑子
里长瘤了，我要完蛋了。我打手
机叫来儿子，载我去医院就诊。
一通CT、核磁共振之后，医生
说，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一切正
常。连药都不肯开。我问他为
什么眩晕，他不置可否地笑笑。
我也没追问。我没病！我已被
这个巨大的喜悦高兴坏了。

第二天早上，我推着自行车
准备买菜，刚要跨上车，眩晕又
不请自来。我丢掉车，抱着一根
柱子，几分钟后，症状消失。在
接下来的日子，整天神智恍惚，
浑浑噩噩，间或头脑中晃几下。
眩晕似猛兽一般虎视眈眈地觊
觎着我，仿佛随时都会将我吞
噬。

这怎么办呢？若是我骑着
车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上突然
眩晕来袭，那后果不堪设想。我
现在都为以前没有晕倒在车轮
下感到彻骨的后怕和惊悚以至
庆幸。但是不骑车，在如今这个
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能想象吗？
人家都汽车代步了，我不要说骑
电动车，就连自行车都不敢碰
了，甚至上街走路都成问题了，
我不成了废人了吗？我向好姐
妹们大倒苦水。不问不知道，一
问才知眩晕是中老年人的常见
症状，周围好多人都被它困扰。
我同事的母亲在上海花了8000
多元检查也没查出个原因，可就
是眩晕得不能起床。我的女友
跟我说，她去年眩晕得不能动，
只要有人从她面前走过，她就
晕，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索性
不吃药了，谁知过了半年竟在不
知不觉中好了。听了她的话，我
就自己安慰自己，我这是暂时
的，一定会好的。

我耐心地等待着，每天早晨
起来都希望今天不晕了，走在买
菜的路上，故意摇头晃脑，然而
每次都是一阵小晕。烦人的病
痛还在，它一直警惕地窥视我，
只要我稍有动作，就张牙舞爪地
扑向我。我不堪一击，立即败下
阵来。我十分沮丧，只得像个八
十老妪在路旁摸摸索索地走
着。我无声地诅咒自己的无
能。没有一点防备能力，任由病

痛随时侵袭而来，漫延到周身，
缠缠绵绵，挥之不去。这样较量
了一段时间后，我完全向病痛缴
械投降，再次去医院求助。

在医生面前，那整天纠缠
着我的病痛忽儿跑得无影无
踪，不要说精密的仪器检查不
出，就是我自己，也结结巴巴，
医生越是追问，越道不明了。
才出医院楼门，一群青春美少
年欢笑着从我眼前跑过去，眩
晕瞬至。扶着墙低下头闭目喘
息会儿，缓缓返回。一入楼口，
眩晕顿失，令我哭笑不得，好像
我故意装病似的。医生听了我
语无伦次的表述后说，噢，你这
是眩晕症，开点止晕药给你。
能看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医生头也不抬地说，能止晕，但
不一定治根。

我拿着药如得了仙丹一般，
每天严格按照医嘱来吃，希望它
能赶走病痛，哪怕只是一段时
间。

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
先摇摇头跟病痛打招呼，喂，小
眩，还在吗？不在的话，我就起
床啦。我称病痛为小眩，它不会
生气的吧，它才在我身体里出现
半年，不叫小眩叫什么呢？看样
子小眩似乎有点喜欢我，但交情
并不深厚，它会在我洗衣做饭时
不时光顾我，待我休息片刻，它
又抽身而退。显然，药并没有起
作用，再看医生，医生也束手无
策。

慢慢地，我与小眩相处也多
少摸出了一点门道。我在睡眠
充足时它不来，我在紧张时它不
来，我在与人交谈时它不来等
等，这就够了，还有这么多时间
是属于我的。我在闲暇时会跟
小眩唠嗑：小眩，你住我身上这
么长时间了，经常猝不及防地驾
临，把我弄得头晕目眩、手忙脚
乱。由于你的不确定性，为了陪
你，我没法骑车出行，但是没有
关系啊，不骑车，我绿色出行。
只要你喜欢，你就来。来多频
繁，我都耐心陪着。因为我知
道，你这是在考验我的能力，一
旦我的能力达到你的标准，你一
定会离我而去的。

小眩，我陪你
□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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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的麻笔呢？
犹记得女儿小时，曾与我讨

要这个神奇的笔。
脑筋急转弯，我方会过来，

原来是蜡笔——孩提的语言对
“麻”“辣”还未细分，麻＝辣，辣
又与蜡同音，因此，麻笔者，蜡笔
也，于是咿呀学语的女儿独创了
神奇的“麻笔”。

那时包场看电影成为公家
单位工会的福利。一次，女儿跟
我到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半，
她指示我：爸爸，不好玩，把它关
掉吧！周围的同事愣了片刻，善
意的哄笑打破了影院的寂静。

女儿以为看电影像看电视，
能自己调台关机。

又一次，她想跟着我到浴室
洗澡，我说：我到男浴室洗澡
也。女儿领悟道：噢，我到北浴
室洗澡。

多年过去。
女儿的女儿叫小月亮。
小月亮去看太爷和太太。

小月亮像她妈妈小时候一样，喜
欢玩太爷的拐杖。

那时，女儿刚知道“近义
词”。一进门，就嚷嚷：爷爷，爷
爷，“瘸子”呢？我们以为她是要

“锤子”玩，这多危险啊！却不知

女儿匪夷所思——腿瘸的人，才
用拐杖，而瘸与锤同音……

小月亮天才地继承了母亲
的奇思妙想。

小月亮洗牌。
小月亮与奶奶玩扑克接龙，

一局下来，奶奶要到厨房看火
候，对小月亮说:你把牌洗下，奶
奶就来。小月亮悄悄跑到洗漱
间，认真地用水洗牌，捧着湿透
的扑克向奶奶报功。

生病的船。
一日，我带小月亮到大运

河边看船。小月亮兴奋地说，
好多船啊，小船、大船！小手指
着白色的海事艇——怎么还有
生病的船啊？我扭扭脑筋，领
悟过来：白色使小月亮联想到
医院，海事艇自然成了“生病的
船”。令人脑洞大开，我只好绕
口令：它是为生病的船治病的
船。

面对无邪的童言，如今生病
的何止是船呢？我们心中的那
支“麻笔”今又安在？

我的麻笔呢
□ 陈祥

母亲上周过了五十五岁生日，之
前我问过母亲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她
不假思索地说：“送我几本练字帖
吧。”生日那天，打电话聊天问安，母
亲告知我寄回去的字帖已经练了两
遍了，但有些字还不是很认识，只会
照着葫芦画瓢，有空教她读读。

母亲没什么文化，甚至可以说是
一个文盲农村妇女，但这是以前的情
况了。外婆生了九个子女，母亲排行
老六，其实母亲小时候是上过一年级
的，后来家中实在无法供多人学习，
便再也没踏进教室。母亲每当聊起
她短暂的学校学习时光，记忆还是十
分清晰。学校用半米高的大方凳子
当桌子，母亲自己坐的小凳子需要自
己从家里带去。教室坑洼的土地面
让大小凳子摇摇晃晃，需要用大腿和
膝盖抵着才好。书包是外婆用碎布
拼凑缝起来的。母亲不在乎这些，能
去学校她已经很满足了。读完一年
级前半年，母亲便没去学校，开始在
家照顾弟弟妹妹了。

母亲现在还时常打趣，如果自己

能一直学习，凭她的脑子，保不齐是
一位教师呢。我心里是承认的，母亲
很爱学习，尤其喜欢识字。我觉得在
学习方面，我更像母亲多一点，而不
是父亲。母亲说起最让她自豪的事
就是我把书读好，考上了大学，让知
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到底家里
出了个文化人啊。

母亲在上海打工时，做着保姆钟
点工的活，暑假我在那边待了数天，
问起母亲：“这边的路纵横交错，雇主
又不是固定的，你记得这些路吗？”母
亲笑着拿出一皱巴巴本子：“我把这
些我需要走的路名都记在本子上，这
些字我让楼下识字的老师教会了
我。现在这些路难不倒我！”随后将
本子放入出门随手提的方便袋中。

我读高中时，母亲随我一同来到

县城陪读，她会时常翻阅起我的书，
笑道：“这些字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们。”等我学习结束稍作休息时，母亲
指着书中的字问我，等她最终认识这
字后，便拿出笔来记在本子上，当时
才发现母亲这本子已经有几年的历
史了，上面的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
笔都写得很认真。也是那个时候，我
给母亲买了字帖，是从横撇竖钩开始
练的，看到字帖，母亲开心得像个孩
子，以后我学习时，母亲忙完家务便
开始她的学习。有些字没见过的，便
等我教她读后，重新写上几遍。

后来我上了大学，母亲在老家附
近的小作坊做些小活，跟我谈起，作
坊里大部分妇女都不识字，和她一样
没文化地活了大半辈子，现在找起活
来，除了年龄，文化水平也是一道
坎。母亲又说她比其他人更幸运些，
每晚和字帖相伴，也识别了不少字，
在自己能忙活的岁月里，多认识一个
字就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现在，母亲在照看低年级侄子
时，两个人还一起学习来着。

爱识字的母亲
□ 章双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