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把二胡，是我的家族传承，
爸爸带着二胡和爷爷的嘱托，从家
乡海阳来到烟台，从青春年少拉到
夕阳暮年。当我也拿起二胡拉着
爸爸喜爱的歌曲时，顿悟了爷爷和
爸爸的心愿，感受着琴声中蕴含的
家国文化传承。

生活在漫漫黑夜里的人，是多
么渴望黎明的到来啊，生活在战乱
年代的爷爷拉着二胡的时候，牙关
紧咬，眼里充满了光。他常常在庭
院里拉着自编自唱的二胡曲，时而
激扬时而悠长，一拉就是一整夜。
家人不解，日伪统治的恐怖时期，
百姓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爷爷
为啥还惦记着拉二胡？

1949年，新中国成立,爷爷的
二胡拉得更起劲，更加铿锵有力，
曲子也改成了《东方红》。他边拉
边唱，引得围观者一起听一起唱。
人群里的解放军像熟人似地远远
看着爷爷笑，他们和爷爷心领神
会。原来，爷爷早已暗中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爷爷家的地窖便是开会
议事的秘密之地。怪不得爷爷从
来不让家人靠近地窖，怪不得爷爷
的二胡一拉就是一整晚，那是在望
风啊。奶奶嗔怪地说：“我还以为
你是心疼我，不让去地窖干重活
呢！”这话说得爷爷羞红了脸。从

此，只要爷爷拉起“东方红，太阳
升”，全家人都会放轻脚步，细细地
品味每一句歌词。每次全家团聚，
爷爷操起二胡，《东方红》成了固定
曲目，一家人在明月映照下，静静
地聆听悠长的二胡声。那曲调、那
歌词，深深地扎进每个家人的心
里。

当年，爷爷被众人推举为村干
部，邻居们都爱听爷爷的话，跟着
爷爷干事创业。虽然国家刚刚建
立，百废待兴，可百姓不再担惊受
怕，不再妻离子散，生活清苦却心
里亮堂，个个脸上带着笑，身上带
着劲。夜幕降临后，村民常围坐
在场院里，静静地听着爷爷拉二
胡。此时的二胡声如同那棵老槐
树的根，深深地扎进土地，滋养着
乡亲们的心灵与梦想。槐树开枝
散叶，如同将人间的美好传颂。
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爷爷洗了
澡理了发，穿上新衣服，在村里的
戏台上又一次拉响了《东方红》，
那神采、那气势犹如横刀立马的
将军。

渐渐地，爸爸也能吱吱呀呀地
拉上几曲，而《东方红》是首先要拉
的，这是爷爷的要求，他还要求爸
爸边拉边大声地唱出来。每当此
时，二胡声、歌声、笑声充溢着家里
家外，飞向了大街小巷，飞向十村
八疃百姓的心里。

爸爸又渐渐学会了《八月桂花
香》《松花江上》《南泥湾》……于
是，全家人又唱起了这些歌曲。多
年以后，当烟台的桂花香味扑鼻
时，爸爸就会拉起《八月桂花香》，
身边围坐着爷爷奶奶，我和哥哥边
唱边舞，兴高采烈。“九一八”事变
纪念日期间，爸爸眼含热泪一遍一
遍地拉着《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
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
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
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
那衰老的爹娘……邻居们围坐在大
槐树下，神情肃穆，低声哼唱着，压
抑的气氛仿佛天要塌下来。此时，
爷爷总会语气低沉地说：那时过的
是什么日子呀？随即，爷爷又会昂
起头说：现在好了，有了共产党，有
了新中国，天天都是好日子。爸爸
又起劲地拉起了《太阳最红，毛主
席最亲》，众人一起合唱，庆贺生活
的美好、人民的幸福。

闲暇时，爸爸常常擦拭着二
胡对我说：这不是一把普通的二
胡，是咱家的传家宝，它不仅是家
族物件的传承，更是坚强不屈精

神的传递，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
使命，要把老一辈的传统和智慧延
续下去。

在我年龄稍大一点的时候，也
能用二胡有模有样地拉自己喜爱
的歌曲了。在爷爷和爸爸的叮咛
中，我拉呀拉，从小学拉到中学，很
多歌曲只要一听曲调，就能用二胡
演奏出来。有一次，我摇头晃脑地
拉着街头流行的口水歌，被爸爸大
声呵斥，罚站到腿软。夜晚，如水
的月光下，爸爸语重心长地讲起家
里二胡的厚重传承：“解放战争中，
爷爷手中的二胡好比战士手中的
钢枪，能杀敌无数，让敌人闻风丧
胆；和平年代，爸爸手中的二胡，如
建筑工人的钢钎、农民的锄头，是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号角；如
今，二胡传到你的手里，拉什么歌
曲，走什么样的路，可要掂量一
番。”

夜深了，鸟儿睡了，闪闪的星
星也合上了瞌睡的眼睛，天地一片
寂静，爸爸的话一遍一遍地响在耳
边，爷爷的形象一幕一幕地闪现在
眼前……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嘹亮”，这是我高声歌唱的，
是我迎着东方日出唱响的，是拉着
家传的二胡在演奏，唱得昂扬有
力、奏得意气风发，唤醒了家人、唱
起了邻居。从这一天，我黎明即
起，洗净手脸，调匀呼吸，端正坐
姿，一板一眼地拉起了《歌唱祖国》
等歌曲，一边拉一边唱，琴声、歌声
成为家人的起床号、邻居的集合
哨，开启一天美好的生活。

在二胡声的伴随下，我跨出校
门，走进了报社的大门，在社会的
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在身边同龄人
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家族
里第三代党员。回望走过的路，从
爷爷到爸爸延续下来的家族精神
始终鞭策、激励着我前行的脚步，
不偏不倚地行进在正道上，自强不
息的精神已融进我的血液、基因，
生生不息。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
时，单位组织的大合唱，我和同事
们站在高高的舞台上，引吭高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
了祖国的昌盛和繁荣，唱出了时代
精神和斗志昂扬。

夜深沉，鸟朦胧，夜幕四合琴
声起。一把家传的二胡，被我儿子
拉起。他说自己生逢盛世，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他要用二胡演
奏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奏响对祖
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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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成熟与收获的季节，厂区空
地里，门卫师傅种的苞米成熟了，金黄
的籽粒撑破了包裹它的外皮，闪烁着
金光。我想起小时候那只属于秋天的
一种美味——甜秆儿。

那时候，生产队的苞米地里不知
是因为种子的原因还是肥料的原因，
总有一些苞米结不出穗子来，或是穗
子很小没有籽粒。这种不结穗、不结
粒的苞米，因失去了繁衍后代的作用
被称为“孤老儿”。这种苞米秸秆通常
不很粗壮，绿绿的细长的，一同长成的
苞米秸秆已经成熟泛白，秸秆的瓤已
经纤维化失去水分，而这些被称作“孤
老儿”的苞米因无法结穗，养分大都集
中到秸秆上转化成了糖分，依然嫩绿
脆脆的。苞米秸秆折断后，嚼起来汁
水丰沛，口味甘甜中略带苦涩，虽不如
甘蔗那般甜蜜，但也足以让营养匮乏
年代的人们聊以解馋，或补充一点难
得的糖分，我们亲切地称之为“甜秆
儿”或叫“甜儿”。也有个别的不仅没
有糖分且十分酸涩，一股泔水味儿，我
们称之为“潲秆儿”。

每年秋季，生产队里砍苞米的时
候，收工后，大人们都会在砍倒的苞米
秸里寻找几棵“孤老儿”苞米，砍去老
根和前稍儿上绿绿的叶子，薅一把长
草捆起来带回家，给家人们解馋。嘴
馋的孩子会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等待下
地的家人们带回甜秆儿来。

甜秆儿虽然甜蜜，但嚼食的时候
要分外小心。现在买甘蔗时，商家都
会把外皮削得干干净净的，切成段给
你吃。想当年，我们都是用牙咬着把
坚硬的秸皮一点一点扯下来，一不小
心，锋利的外皮会把嘴唇或者手指割
伤。我记得，这种甜秆儿吃多了舌头
会生口疮，生疼生疼的，孩子们通常都
是一边忍着口疮被糖分杀得疼痛，一
边嚼食着来之不易的甜秆儿，真的是
痛并快乐着。

小时候我们家里没有劳力下地，
这种甜秆儿不易得到，往往是下地的
邻居带回来给我几根。秋天的傍晚，
坐在家门口，陶醉地啃着甜秆儿，母亲
在灶间“呱嗒呱嗒”地拉着风箱做饭，
秋虫在台阶下“滴滴”的鸣叫，那种苦
涩的甜蜜令我回味至今。

美味的
甜秆儿

““庄园好时节庄园好时节，，葡萄熟了葡萄熟了””··我在张裕卡斯特酒庄等你我在张裕卡斯特酒庄等你

20242024年张裕酒庄葡萄欢乐采摘节开启年张裕酒庄葡萄欢乐采摘节开启
9月26日至10月7日，张

裕卡斯特酒庄葡萄欢乐采摘节
面向游客正式开启。

“颗颗水晶叶下藏，入口甘
香冰玉凉”。一株葡萄树从初
春萌芽至金秋收获，需要经历
漫长的135天，需要拥有“好运
气”来抵抗各种自然气候而顽
强生长，需要种植师的精心修
剪、疏果……

在张裕卡斯特酒庄的千亩
葡萄园里，葡萄树们就是如此

被用心培育，茁壮成长，只为在
10月的收获季为您精彩绽放
带来“幸福的味道”。在这个愉
快的假期，与家人、朋友一起来
体验采摘的乐趣、感受田园闲
暇时光吧。

漫步在酒庄的月亮广场，
一睹非遗真容。在剪纸、花鸟
艺术字画、蛋雕等非遗产品展
销区，每一次触摸，都能让人感
到匠心独运。与此同时，景区
内为大家准备了多项主题系列

打卡小游戏，如剥葡萄比赛、夹
葡萄比赛、吃葡萄比赛、小萄鸡
尾酒展销、“裕见上上签”红酒
添红迎好运等，更有味美思品
鉴中心西班牙火腿美食节，满
足你在旅途中对美食的需求，
让你在深度体验葡萄酒文化的
同时，感受红酒文化的魅力。

旅游咨询热线：
0535-6952929
0535-69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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