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祭祀药王
■李拥军

爱的收藏夹
■张华勤

一转眼，我已经是古稀之人。曾经的峥嵘岁月

在眼前闪现，经历如书，岁月如歌。

一
读书学习改变了我的命运，这句话用在我身上

再合适不过。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现实令我越

来越多地认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专心致

志地读书学习！

上小学时，我当上了班长。我曾经请求老师

不要让我当班长，因为有三个年级、六十余人，同

一间教室。我是个刚入学的新生，有啥本事当班

长？我纳闷又不安。

“华勤同学，我相信你！”女老师话落的同时

双臂抬起鼓掌。同学们也跟着鼓掌，我感动地热泪

盈眶，瞬间冷静下来，面向老师和全体同学各鞠了

一个躬。

人生起点这个简短难忘的片段被我刻骨铭

心地记在脑海之中。这份信任，这份师生的大爱

之心，永远伴我行。

二
国家的政策和党的温暖为我的人生提供了

赖以生存的雨露和阳光。

小学、中学时我是班长、学习委员，也是老师

的小帮手。每逢开学时，老师让同学到我家叫我

去收学杂费。

当同学们看到了我正在纳鞋底或者是纺棉

花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可置信。

“班长，你会纺棉花？！”一位高个子男生问。

“她还会纳鞋底呢。一个暑假能挣六七十元

钱，比我爸妈两人工资加起来都要多。”中个子男

同学补充说。

他们两个人帮助我把纺棉车、棉花等物搬回家。

“姥姥，我要去学校了。不要等我吃饭。”

“班长，原来你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呀！你学

习还那么优秀，真令人佩服！”高个子男生说。

“我也赞同你的观点。”另一个同学搭腔。

“我求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我慢慢地说。

“说来听听。”

“你两个今天所看见我做的事都不要对外人

说，行吗？”

“好，不说。”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

“谢谢！”

三
梦想成真，铭记感恩。

在恩师的指点下，1965年7月，我顺利地参加
了高考，终于跨进大学的校门，实现了我人生的

第一个梦想。四年后我被选调入空军，在蓝天白

云中飞翔，所学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

因故，后来我又调入陆军工作。丰富多彩的

军旅经历替代了曾经稚嫩的小姑娘。

四
“墨能香我何须花，书亦雅我何须妆。”一路

走来，我始终不忘前辈讲过的励志格言，一步一

个脚印地前行。

心态决定人生，读书决定命运。生活简言之：

健康就好。1986年4月，我转业到警队，从事宣传
工作，后又成为一位媒体人。

“巾帼不让须眉！”我脑海中替父从军的花木

兰、杨绛前辈、中国“铁娘子”吴仪等中外女中豪杰

的形象浮现于眼前。我虽然做不了名人，但也要

成为优秀的人。

我的人生经历让我醒悟：再苦再难也要坚

持，低调做人你会一次比一次稳健；高调做事你

会一次比一次优秀。

我自学新闻知识，也得到媒体同行的助力。有了

同行的指点，我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许多稿件

荣获部级（公安部）省市级嘉奖。为此立过功，受过奖。

感恩媒体同行。

我现在七旬多了。明天（7月21日）是我的生
日。我将自己的人生收藏夹打开，把我的人生经

历分享给你们，算作一份生日蛋糕吧，与亲朋好

友们一起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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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樊晓雨校对杨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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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仲春，二月初一，药王故里，箫鼓声声，

旌旗猎猎。工商精英、乡贤村首、文人墨客齐聚孙

塬福地祭祀药王———孙公思邈。

举门旗、列四队，着正装、披绶带，出村委会。人人

皆怀感恩戴德之心、健康平安之愿。祭祀队伍过农

贸市场，经镇政府门前，绵绵延延，浩浩荡荡。

狮子龙灯、走马社火、秧歌队、锣鼓队，彩旗

飘飘、锣鼓喧喧，好生气派。舅家饭更是锦上添

花，红龙、玉兔、金龙鱼、银龙鱼、粉寿桃、白寿桃、

花馍、干果、五谷等珍馐美馔琳琅满目。

观众人头攒动、前拥后挤、人声鼎沸。街道两

边商贾云集，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戏台上，秦腔吼

得正酣，其声亮、其音壮，其势威猛、其气刚强，板

胡锣鼓之音石破天惊。吼唱者，铿锵健壮、无拘无

束，性情表露无遗，真乃中华之腔也。正如清光绪

时知州顾曾烜的诗所说：“曼衍鱼龙百戏场，分棚啸

侣各行觞。春人来去纷如织，箫鼓千村赛药王。”

祭者拾阶而上，肃立殿前。只见殿宇雕梁画栋、

张灯结彩，装扮一新。殿东面，烟雾缭绕，香火正旺，善

男信女列队焚烧。一种如缸的东西，悬于梁上，以椽

撞击，嗡嗡作响，祈福之声响彻云霄。殿门两边，竖八面

旗，文曰：“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

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殿内，药王披

黄袍，端坐殿上。左金童右玉女，两边文官武将严阵以待。

午时，祭祀开始。鸣钟，击鼓，奏乐。舅家敬献

祭食、供果，上香。药王族亲子弟献祭食、供果，上

香。凡上香者，均作三揖、鞠三躬、上香三炷，毕恭

毕敬。礼成，鸣炮，伏维尚飨。

伫立祭台，俯瞰广场，人潮汹涌，黑压压一片，

正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摩肩接踵，拾级而上。

千百年来，药王香火兴盛，我们敬仰药王、祭

拜药王，目的只有一个———唯愿健康平安。

入朝后的第一战

周全弟还没有打一枪

就被战友们抬下了战场

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但却无损于他英雄的荣誉

1953年12月
他被转到四川伤残军人休养院

至今已70个年头
在这里凭借信念和意志

他创造了新奇迹开启了新战斗

根据周全弟的身体状况

当时医生判定他不能坐起来

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一生

每天吃饭、翻身、大小便等

都必须靠护理员来照顾

然而周全弟总有一股

天生不服输的劲头

他多次想坐起来都没有成功

一个偶然的机会

护士把他拽起来并能坐住

这一坐，他激动不已

也逐渐变得更加有自信心

此后又练习自己穿衣服

并学会了吃饭、洗脸、擦火柴、煮饭和洗衣服

读过几年私塾的周全弟

又开始像学吃饭那样练写字

把钢笔缠在残臂上

一开始写得弯弯曲曲

苦练后他的钢笔字有了明显进步

周全弟苦练钢笔字成功后

又试着用两只残臂夹着毛笔练书法

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抱笔书法”家

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受到书法界的一致好评与关注

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各类书法作品比赛和展览

作品被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收藏

休养院为他出版了装帧精美的

《抱笔书法集》，予以永久保留

血战长津湖

永远跟党走

“冰雕战士”周全弟缓缓举起右臂

向祖国敬上一个特殊的军礼

这个视频一经传播感动无数网友

2020年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
他作为一名抗美援朝老战士代表

参与了《老兵你好》等节目摄制组

2021年“七一”前夕
周全弟受邀前往嘉兴南湖

接受央视建党100周年特别节目

《红旗漫卷百年风华》专访

受到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广泛关注

周全弟的抱笔书法

成为他最动人的亮点

长津湖“冰雕战士”

依然“抱笔”在战斗

祖国和人民已经把他永远记住了

冰雕连的故事

曾经让我多次动容

长津湖“冰雕战士”周全弟

依然“抱笔”在战斗的事迹

更令我无数次地泪目

冰雕连的战士

就像一座丰碑

就像一面旗帜

志愿军将士们的精神

怎么能不让我们热泪横流

致敬“冰雕战士”周全弟
———写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二）

■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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