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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生

上世纪的最后一个癸酉年，福州协和医院

的病房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父亲永远

离开了我们，仙逝了。我们姐妹万分悲恸。

扶着父亲的灵柩，前往殡仪馆的路上，我忽

然想起，父亲的衣服口袋里还有一百元钱，那是

我接到父亲病危电话后从温州赶回福州，见到父

亲时给他老人家的，旨在触动父亲对老区人民深

厚的情愫，不要抛下他的老战友和他挚爱的老区

人民，因为我知道父亲舍不得离开他们。

历年回家看望父亲，我都会给父亲一些钱，

父亲也从不推托，默默地收下放在內衣口袋里。

其实父亲并不缺钱，那些钱他都分别资助

前来探望他的父老乡亲，这个习惯父亲保持了

几十年，从建国初期到离世。无论是老家来人

还是老区百姓，父亲一视同仁，除了热情招待免

费吃住外，临走时还会给足盘缠。在父亲的心

里，他们都是他的过命兄弟，情深似海。

小时候我常盼着家里来客人，只要来人家

里一定会做好吃的。父亲让母亲拿出家里的存

粮和珍藏的食物，反复叮咛一定要多做点饭菜，

让人吃好吃饱，生怕亏欠来人。虽然来的人都

是农村人，但听到父亲与他们对话时的欢声笑

语，我真切感受到父亲见到这些叔叔伯伯们的

开心与愉悦。

父母亲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要让客人吃好吃饱”这一家风延及后人，我和

女儿均如此待客，宁愿烧多了自己吃剩饭剩菜

也不愿怠慢客人。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善良，

助人为乐成为了习惯，尽可能以绵薄之力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天长日久，叔叔伯伯们与父亲的叙旧交流，

我了解到父亲的一些陈年往事：父亲为了掩护

地下党负责人，挺身而出被国民党抓走，关在牢

里遭受严刑拷打，矢志不移；父亲舍命救人在闽

浙苏区传为佳话；父亲用山草药治愈了许多百

姓；父亲与战友们分别成立了贫农团和赤卫队，

开展分青苗，分粮食和抗租活动等等。

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

以顽强的革命意志与敌人斗争，直至迎来新中

国的诞生。

把父亲送到殡仪馆后，我问母亲，你看到父

亲口袋里的 100 元了吗？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100元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母亲说沒有，匆忙

中把换下来的衣服交给了医院护工，我想，这或

许是父亲换了个方式助人了！

父亲的精神生命没有终结，善良仍在延续，

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作者系新西兰心理健康疗愈慈善基金会会

长、新西兰温州同乡会创会会长。

一百元钱
——父亲的故事

李世斌

我的父亲是县城关小学的语文老

师，他教三年级三个班的语文兼三（一）

班的班主任。我的母亲则是该小学的音

乐老师。我家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並

不好，但父亲却绝不干课后有偿代课的

事，也不充许我母亲干这种事。在我上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生病了，老是胃

痛，医院则把父亲诊断为胃病，（直到一

年后才查出是胃癌）。

父亲胃疼得难受，常常整夜睡不着

觉，只好跟校长提出因胃病只能教一个

班级的课。为这事回家后母亲跟父亲说

她听到个别校领导说他工作责任心不

强，生个胃病就嚷着要减少工作量，还是

个共产党员呢。父亲听后面无表情的

说：这怎么是责任心不强呢？身体不好

不减少工作量反而会影响教学质量么，

我正是实事求是，出于责任心才这么要

求的呀。

父亲对学生放学后的作业从来不加

码，对学生的考试成绩从来不公开排

名。父亲有一句“名言”叫小学生就得

学玩结合，你们这些大人可别“十年媳

妇熬成了婆”，忘了你们小时候比现在

的孩子更贪玩！我从小就觉得父亲跟

有些大人不大一样，他脾性耿直，丁是

丁，卯是卯，从来不虚伪作假。一次学

校过六一儿童节，县教育局长亲自到学

校慰问並观看学生上台表演文艺节目，

大热的天太阳高照，校长叫班主任早早

的把学生带到操场上等候，但父亲坚决

不同意过早的把学生带到操场上，理由

是凭什么大热的天让孩子们在操场上

久等官员？把校长气得脸色铁青。不

过那天校长马屁也确实拍到了马脚上

了，我那天正好坐在局长和校长的身

后，让我亲眼所见并且亲耳听到校长在

台下给观看演出的局长撑阳伞时被局

长一把推开，並责问校长为什么叫孩子

们早早的坐在操场上，大人怕太阳晒难

道孩子就不怕太阳晒吗？给官员撑遮

阳伞会给孩子心灵造成什么影响你考

虑过吗？等我们大人到了再整队让孩

子们入场不是更好吗？更有意思的是，

那天一对五年级男女同学在台上诗歌

朗颂“夸一夸我县的教学工作”，那朗颂

词也确实炫乎了点，听起来好像全市全

省都得到我们县来学习取经了。节目

演完后局长问校长你平时都是这么教

孩子们自吹自擂说大话的吗？我看见

校长后脖颈都通红了。

那天放学回家后我听父亲跟母亲

说：这个新任的教育局长靠谱，实在，有

点像我。母亲乜一眼父亲说：局长像

你？你以为你是谁呀？父亲嘿嘿笑道：

不说别的，我看见孩子给他戴红领巾时

他能自己动手打红领巾扣就说明这个局

长不一般，细节往往是最准确的。

父亲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了，一次上

课时扑到讲台上，豆大的汗珠挂在脸颊

上。校长把父亲叫到他办公室，父亲原

以为校长叫他是想了解关心一下他的

病情，父亲正想着乘机正式向校长告病

假，想不到校长却告诉他县教育局想考

察提拔他当副校长，说父亲带病上课，

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局长

还特别强调这样为人师表的好老师就

得大胆提拨使用。父亲当场就回绝说

我一个病人怎么可以担任副校长？首

先我的身体就不称职！我每一天都想

着告病假！校长咧着嘴摇摇头说：你不

就是生个胃病么？别人拍马屁找关系

想当还没得当呢！真拿你个二百五没

办法！但是我要告诉你古老师，局里一

旦来校考察你，作为一名党员你必须得

配合。

父亲两眼一瞪说：正因为我是一名

党员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父亲回家后第一句话便是跟母亲说

自己的身体状况愈来愈不得劲了，明天

必须得请假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母亲

说下午刚刚听到传闻说是要提拨你当副

校长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缓几天再

请假吗？父亲说校长今天找我说了，正

是这时候我必须对组织和工作负责。

第二天父亲去了县医院，检查结果

是胃癌晚期！母亲知道结果后当即瘫倒

在地……

父亲班里的同学成群结对到医院看

望父亲，面对学生父亲总是强忍病痛叫

母亲或护士扶他坐起来，眼里满含着关

爱之情，父亲爱他的学生就跟爱自已的

子女一样。局长闻讯后也亲自来医院看

望父亲。父亲说：局长，我看得出您是真

心爱孩子爱教育的，孩子的健康成长是

不能单靠追求考试成绩的，我写过一篇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现在我交给您，您参

考吧……

局长双手接过文稿，握着父亲的手

说：古老师，您的病是累出来的呀，您就

安心治病吧，相信您一定能康复的，孩子

们需要您啊。

父亲勉强笑了笑说：局长呵，我知道

我的病主要是什么原因得的，我的当农

民的父亲中年也得过癌症，再说我平时

喜欢喝酒，要说劳累比我劳累的人多远

去了，也不见得人家都得癌。我知道癌

细胞在我身上已经扩散到肝了，我怕是

不行了……

局长停顿了许久说：古老师千万别

这么想，在您住院期间您……还有什么

要求吗？

父亲说：感谢局长关怀，医院对我的

治疗很重视了，不过如果我死后倒有个

请求……

局长问有什么要求请说。

父亲说：我死后千万别把我树立成

什么先进模范人物来宣传呀。

局长问为什么？

父亲沉吟片刻说：为了教育也是为

了孩子……

父亲的最后请求

中草药故事中草药故事

尤荣开

柴胡是一种常用的中药，常用于退热

保肝，现代医学认为柴胡具有抗病毒作

用，柴胡是如何入药的，也有一个传说。

相传唐贞观元年，湖南荆州有个胡

进士，家财万贯，家中雇有长工数十，其

中有位长工叫胡二慢。秋天，胡二慢得

了瘟病，连日发烧不退，胡进士见他病得

不轻，不能下地干活，又怕传染家里的

人，结算工钱后，就把他赶出家门。

胡二慢走出胡进士家，觉得一阵冷，

一阵热，两腿酸疼，浑身无力，平素力大

如牛，此时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他

走到水塘边，实在无力行走，就在杂草丛

里躺着，不知不觉睡着，一觉醒来，觉得

又渴又饿，又没力气，无处找到食物，便

用手挖了些草根洗净，以解饥渴。

这种草虽然有种苦味，胡二慢食用

后感觉不但能解除饥渴，并觉得烧也退

了不少，四肢也觉得不那么酸痛。一连

吃了7天，周围的草根吃了不少，胡二慢

试着慢慢站起身，忽然觉得身上有劲

了。从此，胡二慢的瘟病奇迹般痊愈。

过了些日子，胡进士的儿子也得了

瘟病，跟胡二慢过去得的病一模一样。

他延请了许多当地名医，药服了不少，钱

也花了不少，就是高烧不退，骨瘦如柴，

奄奄一息，危在旦夕。胡进士忽然想起

被自己赶出家门的胡二慢，把他找来询

问后，得知是一种平时当柴烧的一种草

挽救了他的生命，急忙命人挖这种草根

洗净煎汤，给他儿子一连喝了几天“药”，

果然疗效相似，不出一周，病就好了。

胡进士十分高兴，想给那种药草起

个名字，这种草是当柴烧的，自己又姓

胡，何不叫它“柴胡”，好！那就叫它“柴

胡”吧，从此众多的中药里又增加了“柴

胡”一味中药。

注释
【植物形态】柴胡属多年生草本，高

45～70cm。茎丛生或单生，上部多分

技。基生叶倒披针形或狭椭圆形，早枯；

中部叶倒披针形或宽线状披针形，长3～

1lcm，宽 0.6～1.6cm，有 7～9 条纵脉，下

面具粉霜。复伞形花序的总花梗细长；

总苞片无或2～3，狭披针形；伞幅4～7；

小总苞片 5；花梗 5～10；花鲜黄色。双

悬果宽椭圆形，长约3mm，宽约2mm，棱

狭翅状。花期8～9月，果期9～10月。

【性味归经】苦、辛，微寒。归心包

络、肝、三焦、胆经。

【功效】和解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

气。

【应用】
１、解热作用。

２、抗菌、抗病毒作用。

３、对脂质代谢和肝胆的作用 柴

胡具有明显的保肝、降血脂和利胆作

用。

４、抗炎作用

５、镇静、镇痛、镇咳作用。

【用法用量】3～10g。 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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