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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的喜剧
徐伟龙

� � �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师范，一个山里
娃不用再像父辈一样做农民，真正是“鲤鱼跳龙门”了。

“你们看他家小孩，从小读书好，果然有出息了！ ”
“是啊，听说毕业之后是教书的。 你看他那个子，就怕站

在讲台上，自己倒像个学生的样子，怎么管学生呀？ ”
“哎，能考上是好事，入学是有要求的吧，他这个子就怕

体检就过不了关呀！ ”
在父母面前，村里人几乎人人在说祝贺的话，一时间我

的父母仿佛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
的父亲第一时间挑着粮食到乡里，给我办理农转非。 到乡里
步行有十里的路程，要过四个村庄，父亲挑着满担的粮食，接
受着四邻八舍的热切问询与祝福，越发春风得意脚步轻了。

可是有什么闲话能够不透风的呢？ 夜里躺在床上，父母
亲就开始为我的身高焦虑了：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儿子在暑
假里快快长大呢？ 父母督促我拼命地吃，只可惜暑假太短，
长膘不明显，看来只能用智慧了。 我的父亲爱动脑筋，点子
多，很少有事能难得住他的。 随着体检日期日渐临近，父亲
总算想了个办法。

那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父亲起了大早往城里赶。 体
检的地点就设在一所小学二楼靠西边的教室里。 体检的人
很多，体检老师喊到一个名字，谁就走向前去，身体挺直站
在磅秤上。 在磅秤的一边直立着一根收缩杆，人一站上去，
身高体重一目了然。

父亲的办法原来是在我的上衣左右口袋里各放一个秤
锤，这是让我增重的；然后给我一双父亲平时穿的鞋，鞋子
里垫上三四双厚厚的鞋垫，这是给我增高的。

轮到我的时候，等待体检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我也看
清了，体检是要脱鞋子的，怎么办呢？ 体检老师叫到了我的
名字，我走向前去，径直站在了磅秤上。 老师让我把鞋子脱
了，我说赶路了，脚臭。 老师又盯着我那鼓鼓的口袋，我赶紧
用双手捂住。 老师问我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干粮。 老
师迟疑了片刻，对我说：“这样吧，上午也不早了，你就午饭
吃了再来体检吧！ 顺便休息一下，让脚透透气，体检还是要
脱鞋子的哦！ ”

像领了圣旨一样，我赶紧小跑着向教室门口走去。 我的
手一离开口袋， 一只秤锤突破了口袋的承受力直接砸在了
水泥地上。 我的脸一阵热辣，抓紧捡起地上的秤锤，去寻找
父亲的身影。 父亲躲在门边的角落里，看到刚才的一幕，忍
不住笑出了声来。

“小孩，你中午就吃口袋里这东西呀！ ”我分不清是谁说
的这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爸爸拉着我的手，快速地离开了学校，就近找了一家面
馆坐了下来。

“孩子，一会儿秤锤是帮不上忙了，还好你可以吃午饭。
多吃点，就把秤锤的重量给补上了。 ”父亲给我点了一碗面
条，坐在我边上，鼓励我说。 父亲自己却什么也没点，给自己
花钱，他舍不得呢！ 看我快吃完了，父亲又央求老板加两勺
子面汤，我很争气，把加的两勺子面汤也喝完了。

等我们再回到教室，很快便轮到了我。 体检老师一共两
位，负责点名登记的是一位年龄稍长的中年妇女，负责现场
体检读数的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 当男老师说出体重七十
斤的时候，女老师笑了，犹豫着要不要把这数字记下。 男老
师又说出了身高的数据：一米四七！ 女老师把笔放了下来，
时间在刹那里凝固了。

男老师走到女老师身边，嘀咕了几句，然后叫我父亲走
到身边来。 一会儿，男老师蹲下身子，在我的脚跟处上下捏
了捏，站起身来说：“我看了，这小孩还没长开，他会长高的。
看他父亲就知道，遗传基因也不错的。 ”

我就这样被顺利录取了。 那天捏我脚跟的老师就是我
后来的体育老师。 长大后，我的身高超过了一米七，我心里
一直想问他，他的双手真的有那么神奇？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父亲正如我现在的年纪，
回忆起那天的情景，父亲的耳边还会响起秤锤着地的声音，
一边忍不住自问：我怎么就没忍住笑呢？

� � � �一叠厚厚的泛黄手稿， 无声地倾诉着老
人数十载的呕心沥血；

一字一句的字里行间， 描摹着老人六上
杭州，三往上海、南京的万里足迹。

60 年斗转星移， 曾经血气方刚的小伙如
今步入耄耋之年，唯一不变的是他心中秉持着
的“将红色历史和不朽精神传承下去”的信念。

他在 60 年里， 洋洋洒洒， 写下了 40 万
字，写下了不朽的红色传奇。

他就是松阳县玉岩镇中心学校退休教
师———杨金宝。

60 多年来， 杨金宝老人利用业余时间，
历尽千辛万苦搜集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革
命斗争史料，从事革命传统文学的创作，先后
出版了 《难忘的人》《红旗插上安岱后》《战斗
的一生》三部革命传统教育题材作品，创作发
表革命传统教育故事 30 余篇。为松阳县的中
小学校学生宣讲革命故事近 200 次， 接受教
育的学生近 60000 人次，并先后荣获“丽水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浙江省教育系
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浙江省“老有所
为奉献奖”等荣誉称号。

写革命故事 60 年坚定不移

写好革命故事是杨金宝年轻时候的心愿。
为了完成这一心愿，他不曾停止前进的脚步。

1930 年，杨金宝出生在松阳县一个偏远
的小山村———玉岩镇玉岩村。

1935 年，6 岁的杨金宝在老家的一片稻
田里亲眼目睹了被捕后的卢子敬英勇就义。
1956 年， 杨金宝在枫坪乡斗潭村小学任教，
那年，他 27 岁。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差，学校
安排他住在烈士卢子敬的家。

那个年代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一家
人只能聚集在幽暗的火篾灯下聊天。

“那时时常听到烈士的亲人及与烈士并肩
战斗过的老同志讲起有关卢子敬烈士的许多
故事，我心里想：如果能把烈士的事迹搜集起
来，写成一本书，用来歌颂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纪念烈士，教育后代，那该多好啊！ ”于是杨金
宝开始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到各地搜集资料。

搜集史料 40 年风雨兼程

整个玉岩革命老区， 凡是有红军活动过
的村庄，杨金宝都走遍了。

“安岱后、王村口、龙泉我都去过多次，为
了寻找红军挺进师老干部， 我自费一次到南
京，二次到上海，六次到杭州。新中国成立后，
我还拜访了 12 位健在的红军挺进师老干部，
他们的回忆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杨金宝说。

穿一双草鞋， 挎着挎包， 带上红薯和开
水，杨金宝走遍附近各个乡村，深入安民乡、
垵口乡等红军根据地。有一次，为了访问一位
叫何金根的原游击队长，他连续一个月，每天
放学后从斗潭走山路到黄埠坞村， 然后又打
着火篾，摸黑走回来。这位老游击队长身体不
好，又有点耳聋，杨金宝就帮助他整理家务，
耐心地等他回答，反复询问，终于收集到了粟
裕将军早期的斗争活动， 也从他那里联系上
了另外一位游击队长。

走遍了松阳县的相关村庄，遍访了遂昌、松
阳、龙泉三地健在的老红军和老游击队员，走访
了 40多位挺进师的老红军，他搜集到了许许多
多当年红军生活战斗过的大量珍贵历史资料。

当年挺进师参谋长王永瑞同志提前为他
题写了书名《难忘的人》。

更让杨金宝终身难忘的是 ，1962 年 ，他
到南京走访当年的老同志， 刚巧粟裕将军也

在南京视察工作，亲切接见了他，鼓励他写好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以教育后人。 老一辈革
命者的鼓励和支持，使杨金宝内心涌起一股创
作欲。

然而，正当他着手写作时，特殊年代开始
了，杨金宝也难逃厄运，许多珍贵资料被搜走。
但是他没有消沉、没有退却，反而更坚定了创
作的信心。 浩劫过后，杨金宝又开始整理现存
的资料。 1982 年，他再次北上杭州、上海等地，
走访还健在的当年挺进师的老干部。

1990 年 2 月开始，他重新撰写《难忘的人》
一书。

“那段日子 ，晚上足不出户埋头写作 ，有
时一写就到凌晨。 ”杨金宝说起当时的专注，
记忆犹新。 《难忘的人》一书经过 34 年的孕育
终于完成初稿。 几经修改，1999 年国庆节，讲
述卢子敬革命生涯的作品《难忘的人》由浙江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松阳县教育局将其列
为向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
材。

著书演讲 发挥余热笔耕不辍

在完成第一本红色读物《难忘的人》后，杨
金宝自己感觉还是没有完成年轻时的心愿。于
是，他再次拿起手中的笔，开始着手写《红旗插
上安岱后》。

在搜集《红旗插上安岱后》这本书的资料
时，他每周末都要翻越两座大山，从斗潭来到
安岱后，来回走 20 多公里杂草丛生、野猪成群
的山路。 那一年，草鞋走破了 40 多双。

脚下的草鞋一直伴随着他走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 无论是搜集资料还是去宣讲，他都是
穿着草鞋。 随着资料搜集得越来越丰富，他讲
的故事也越来越生动， 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从斗潭村讲到枫坪乡，到整个玉岩片区，群山
里的每所村小，再到县城。听众从学生到村民，
再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1990年，他在交塘中心小学校长任上退休。
交塘乡是松阳最偏僻的乡。 有一回，他到

一所小学宣讲，出发的时候是朗朗晴天，傍晚
回来时下起了暴雨。 山上的泥水“哗哗”冲下，
路也看不见了。 他凭着记忆，慢慢在浑水中摸
索，回到学校天都黑了。 看见教师们端着饭盒
在等他，他打趣地说：“没事，感谢草鞋，踩到地
上稳，不打滑。 ”

花了 5 年多的时间，2004 年国庆节， 讲述
红军挺进师在安岱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故
事《红旗插上安岱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之后，杨金宝虽已八十高龄，但是依然每
天坚持写作一两个小时， 整整坚持了 10 年时
间。 在 2015 年春节前完成了 20 万字的第三部
作品《战斗的一生》的书稿。 《战斗的一生》讲述
了烈士陈凤生短暂一生的革命传奇。陈凤生是
松阳人，从小就有远大的思想抱负，1935 年在
迎来红军挺进师后，这位高山背上的血性汉子
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并成为玉岩区苏维
埃政府主席和松(阳)遂(昌)龙(泉)三县游击总指
挥，带领战士开展艰苦卓越的游击斗争。 之后
在敌人重兵包围后，他为了乡亲们和自己亲属
免遭迫害而被捕，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原红军挺进师第四支队政委、曾任浙江省
军区司令员的张文碧将军题写了书名。

在人们的印象中，杨金宝一身青里泛白的
中山装，一个军绿色的挎包，脚下一双自己编
织的草鞋。 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跑了
上万里路程，搜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松阳开
展革命斗争的故事，播撒着红色的种子。

如今，杨金宝老人已经是 90 岁的高龄，但
他依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 他说，自己还想继
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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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从松阳 、遂
昌到龙泉， 从杭
州、上海到南京，
从炮火连天的年
代到和平年代 ，
从 27 岁到 90 岁
……一路走来 ，
老教师杨金宝 ，
笔耕 60 余载，写
下 40 万字红色
传奇。 他呕心沥
血，一路奔波，为
的只是让人们了
解历史， 铭记历
史， 任何时候不
忘记人民奋斗的
历程。

书书写写红红色色传传奇奇

90岁老教师杨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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