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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会意字

小篆：训，从言、从川。 本意作

“说教”解（见说文）。乃以嘉言教导

人之意，故从言。又以“川”本作“水

流贯穿”解，有疏导水流使通畅之

意，明示“训”是能教人通于义礼的

“说教”。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教育

化人的国家，《礼记》 云：“建国君

民

,

教学为先”。 古人切切爱子之

心，处处为晚辈着想之念，大多都

融入在他们留给后人的训诲中。

例如，《颜氏家训》， 是南北朝

时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对后

辈子孙的家教训诫。 他以深厚的、

儒家文化的功底，和饱经忧患的现

实历练，谆谆教导后代：

子女教育要赶早、 要严格，要

鼓励孩子靠勤学自立于世。

尤要特别重视对儿女道德品

质的培养，清白做人，勿谄事权贵

和贪图名利。

重视家庭、 社会关系的和谐。

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

顺，主张对亲友、部下要乐于帮助，

宽大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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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的精彩

———拜爱荣谈街头群众体育

嘉 宾：拜爱荣（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焦作

市戏剧协会理事、沁阳市舞蹈协会秘书长）

主持人：赵 岩 张天然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城市的发展，很多人开始在茶余饭后寻找一种

健康、休闲的消遣方式。 随之在中国的很多大中小城

市都出现了一大群人在广场、 公园等公共场合跳舞、

唱戏的现象。而我们身边就有这么一位街头群众体育

的倡导者、引领者、推动者。

她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就活跃在沁阳

的大街小巷， 带动了无数人参与这种街头群众体育，

把她自己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她就是拜爱荣。

今日沁阳：拜老师您好。 您最早是怎样开始接触

跳舞这项活动的？

拜爱荣： 应该是在

1991

年那会儿， 差不多整整

20

年了吧。 当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情绪一直很低落。

亲戚朋友们都希望我能尽快好起来，就劝我经常出去

走走，多看看外面的人和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广

场上看到一群人在跳舞，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就每

天都去围观，整整看了一个星期。听着那些节奏，看着

那些跳舞的人， 我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活动，

然后就开始自己参与其中了。

今日沁阳：可是后来，您不仅仅是参与者，更成了

这项活动的引领者。 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拜爱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以前上过戏校，在

剧团里面工作过，算是一个学过文艺表演的人吧。 又

加上自己喜欢，肯下工夫，所以学得就快点、好点。 再

后来就有很多人开始跟我学， 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

影响力也就慢慢出来了。

今日沁阳：当时跟您学、和您一起跳舞的，大概有

多少人？

拜爱荣：刚开始的时候吧，也是只有十几个人。因

为我们这种跳舞没有什么门槛， 也不收什么费用，慢

慢地人就多了。最多的时候有六七百人一起在广场上

跳，可见这项活动是十分受欢迎的。

（那现在呢？ ）

拜爱荣：现在其实人也不少。我们的城市在发展，

原来的广场也改建了，所以我们的活动地点也改到了

天鹅湖边。后来城西、城南这边也发展起来了，在音乐

广场、联盟广场、公园等地方也出现了很多爱好者聚

在一起跳舞，其实这些人都是我们带起来的。 你算算

这么大个沁阳城，有多少人啊。

今日沁阳：这项活动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为什么

会发展得这么快？

拜爱荣：我们这种队伍完全是群众自发和义务性

的，都是大家自愿参加，然后一起商量着添置些音响、

道具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种群众性健身活动，参

与非常简单方便，又可以锻炼身体，还能获得一个愉

快的心情，肯定能吸引很多人。

再说了，我们的活动形式灵活，内容丰富。有豫剧

清唱、泰迪球、太极扇、太极剑、踢毽子，还有大型的集

体健身操、扇子舞、红绸舞、响板友谊舞、扭秧歌、打腰

鼓等等。

有这么多的爱好者参与， 又有这么多的项目，发

展得也就肯定比较快了。

今日沁阳：咱们这种民间组织有没有参与过一些

大型的表演，或者组织过大型的活动？

拜爱荣：我们参加的活动多着呢。

1993

年就参加

过焦作市第二届老年人健身操（舞）比赛，还获得了最

佳奖。 还参加过多次沁阳市的春节联欢晚会，也获得

过很多奖项。

2009

年我们组织了原沁阳县京剧、评剧、豫剧团

老艺人

50

年喜相逢聚会，这个活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很多我们当地的老艺人聚在一起，欢歌笑语、闲话家

常。 有些老人已经八九十岁的高龄了，能这么聚在一

起，是多么难得！

今日沁阳：这么多年，您教过很多的学生，有哪些

事让您难忘呢？

拜爱荣：早几年的时候，有个女孩来找我学戏，她

当时在海南的部队里服役呢，说是回来老家学两段豫

剧，回去给战友们表演。就二十天的时间，从一个根本

没接触过戏剧的孩子，硬是学会了两段。 后来回去部

队上表演，还获得了一等奖。 当时那孩子打电话给我

报喜的时候，可激动着呢。 （笑）

今日沁阳：拜老师，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都看到

您做得非常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你以

后有什么打算呢？

拜爱荣：其实我觉得吧，人活着总得要有意义一

些，要做一些为别人、为社会着想的事情。像这些年我

们免费教学生，坚持不收钱，这不是什么清高，只是我

觉得这么做，自己感到快乐。当然有时候也会抱怨，抱

怨别人的不理解。 后来自己想明白了，觉得自己这么

做是对的，还能给别人带来健康和快乐，还有什么好

抱怨的呢？

要说以后，我也没什么打算，就这么带着大家干，

只要自己还能跳得动，就一直坚持下去。 以后真要是

不能动了，就交给别人带，哪怕自己坐在边上看看呢，

也是高兴的。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快乐所在。

场地提供：诚福茗茶社

八一情结

□

飞 翔

我也曾经是一名老兵， 在部队曾经是一名

令人羡慕的放映员。 对“八一”这一特殊的符号

有着深深的眷恋，“八一” 情结也一直伴随着我

走到了今天。

“八一”情结应该追溯到我到部队的两个月

以后。 新兵训练是三个月的时间， 到了第二个

月， 部队司令部到新兵连挑选放映员， 经过面

考，我这个喜欢写写画画，经常帮助连队文书办

黑板的新兵被挑上了， 成为所有新兵连中唯一

一个当放映员的兵。 记得老放映员带我放映的

第一部电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 《地

道战》，片头金光闪闪的八一五星，伴随着雄壮

有力的《解放军进行曲》，着实让我激动了一个

晚上，这一晚我失眠了。从此以后我就特别钟爱

八一五星，在部队放映多年，我最爱做的事情就

是把自己制作的幻灯片的开头全部制作为八一

五星。 我最偏执的事情就是在制定每月的放映

计划时， 安排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战争片子

占到

70％

。

我之所以钟爱八一五

星， 因为它是人民军队的

标识。 我之所以钟爱八一

五星， 因为它承载着我难

忘的一段人生经历。

1981

年，为缓解京津

唐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矛

盾，解决天津市的水源危机，我所在的原

89208

部队开进了河北迁西， 到一个戚继光驻扎战斗

过的地方安营扎寨， 投入到了开石劈山的引滦

入津工程的战斗。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后，结束了

天津市人民喝苦咸水的历史， 从根本上扭转了

天津缺水的紧张局面。 引滦入津工程已经成为

关系天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命线”。 为慰

问战斗在一线的部队， 我们电影队经常到基层

部队放电影， 目睹了基层部队的艰辛和战友们

的辛苦， 还目睹了牺牲的战友在离开我们的那

一刻，那一张张可爱的脸庞。 有一次，我到基层

连队放电影《地雷战》和《南征北战》，放映前，几

个战士扶着一个腿部还缠着绷带的受伤战士先

来到了放映场地，就坐在了我们的电影机旁边。

一个战士笑着对我说，他是打山洞时受的伤，首

长让我们把他先送来，我们还得回去集合整队，

他坐在这里劳烦你们了。几个战士离去后，我看

到这个受伤的战士坐在我们放映员中间感觉很

不自然，于是我就和另外一个放映员扶着他，让

他坐到两个电影机前面的正中间， 不仅视野更

开阔，看得更清楚，而且我们站起来换片子的时

候也不会挡住他的视线。

我一边放着电影， 一边还不断观察着这

个战士，我注意到，当看到老百姓被残暴的日

军杀害时，他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花，当看到

日军被八路军的地雷炸得人仰马翻的时候 ，

他的脸上又露出天真的笑容。 我在等待换片

的间隙，坐到他身旁问他：腿伤得厉害吗？ 回

答很简单：折了。 又问：疼吗？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笑着对我说 ：不疼是假的 ，折了 ，能不疼

吗？ 不过，和电影中这些先辈们比，这伤就不

值得一提了，起码命还在。 这位战士的话深深

打动了我，说真的也影响了我的人生。 后来尽

管我没有再看到他， 但他的影子好像还时刻

在我眼前萦绕。 每次放电影，我都会习惯地朝

电影机前看上一眼， 希望这个战士还在前面

坐着。 有了这个战士的激励，我在以后的工作

中 ，不怕吃苦受累 ，脏活累活抢着干 ，多次被

部队授予 “学雷锋积极分子 ”的光荣称号 ，并

在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尽管离开部队快三十年了，依然对八

一情有独钟，喜欢看战争片，喜欢看部队的片，

喜欢看

CCTV

第七套节目。 因为八一让我无怨

无悔地永远怀念。

父母当兵的老照片

□

赵 赴

我们弟兄四人都是在部队出生的，父母都

是军人。我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部队里度过

的，虽然在六十年代初父母因工作需要转业到

沁阳老家， 可我们对军人的感情是与生俱来

的，从未减弱 ，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

军人的血。

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他在部队的

战斗生活以及南下剿匪的惊险故事。常

常听母亲讲她是如何参军，如何在部队

里成长的，又如何和父亲走到一起的等

等。可以说我们从小对于军人的热爱与

崇敬就已深入骨髓。直到现在我还爱听

80

多岁的母亲讲她在部队里的那些激

情燃烧的岁月，甚至有些情节我已听过

了数次，可每次母亲讲起来都还是满怀

激情和无限的渴望，我每次听起来都如

同首次听到的那样新鲜和富有诗意。

记得我高中毕业时，正赶上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

我走向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时，我身上穿

的是父亲洗的发白的旧军装，脚上蹬的

是父亲笨重的军用牛皮鞋 （虽然很旧，

依然被我擦得锃光净亮一尘不染 ），腰

间束的是父亲曾用过的宽厚的牛皮带，

那皮带扣是用铜做的，早已被岁月摩擦

得黄里泛白 ，阳光一照 ，老远就可看到

它夺目的光芒。 而在我的口袋里，我特

意放了一张父母穿军装的合影照片，那

是我悄悄从父母的影集里取出的，那是

一张黑白照片， 上面是手工加的水彩，

有几分生硬。 父亲削瘦却很英武，母亲质朴却

很聪颖漂亮。这张老照片伴随着我度过了五年

多的田间生活，常常是白天在地里干活，夜里

睡觉前拿出来看看。 瞬间，我会感觉有种力量

在支撑我，我会对自己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的

是军人的血，我不能怕苦不能怕累，我要使自

己的生命多姿多彩。

1995

年秋，父亲去世后，伤心的母亲对我

们弟兄几个说：“你们的父亲没有给你们留下什

么金钱和财产，就留下了这些旧照片”。 她打开

桌子上的影集， 里面全是父亲和母亲穿军装的

老照片，那些照片大都是五六十年代的留影。我

们弟兄几人就每人拿了七八张，那一刻，我感觉

我分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遗产。

这些老照片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已渐发

黄，但都被我们兄弟四人保存得完好无损。在朋

友和同学相聚时我们会拿出来让他们看， 并加

上一句：“这是我爸爸妈妈当兵时候的照片”。在

他们羡慕和崇敬的目光里， 我们会生出许多幸

福和自豪。

几年前，我又把这些老照片翻拍成数码照，

全都存入了电脑硬盘，存入了

QQ

空间，存入

了博客相册。 我们常常通过

QQ

、邮箱等，传给

我们的亲朋好友、同学和战友，我们也要求我的

下一代在他们的个人网站空间里保存这些老照

片，保存一份最珍贵的纪念。

在又一个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 我更想念

这些老照片，我打开电脑认真地看，仔细地看。

我意识到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照片上那用手工染成的黄中泛白、缝制简陋

的旧军装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壮美、 最动人的

色彩，因为它象征着军人、象征着勇敢和牺牲、

象征着高尚和纯洁、象征着美好和感动。

我喜欢这些老照片，我喜欢军人！

铁军战无不胜的原因

□

赵倡文

济南军区某集团军有支历史悠久、 战功卓著的

英雄部队， 她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和秋收起义部分

武装力量所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 她先

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长征途中，

她担任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突破乌江、四渡赤水、

飞夺泸定桥、 奇袭腊子口；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她更立下了赫赫战功；她也因此被誉为战无不胜

的铁军。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铁军奉命开赴灾区

进行抗震救灾。 有家媒体记者对铁军的抗震救灾行

动进行跟踪报道。

震后的灾区环境恶劣，不但白天太阳晒、晚上蚊

虫咬，而且还缺水少粮，十分艰苦。为照顾记者，铁军

首长专门给记者发了一身铁军的迷彩服。

一天， 记者步行外出采访， 到中午时是又热又

累，又饥又渴，他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道牙上，脱下上

衣顶在头顶以遮挡阳光，摇晃着帽子以扇走炎热。

这时，一位老农蹬着三轮车走了过来，见状热情

地递给记者一瓶矿泉水。记者说了声“谢谢”，接过矿

泉水仰脖喝了一大口。 老农等记者喝了一气，问道：

“解放军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 ”

记者自豪地答道：“我是铁军的。 ”

“你肯定不是铁军的！ ”老农疑惑地看着记者。

“我怎么不是铁军的？”记者边说，边指着衣服上

铁军的臂章解释道，“你看，这不是铁军的臂章吗？我

怎么会不是铁军的？ ”

尽管记者这样说，老农还是不肯相信。 最后，记

者只得摊牌说自己是记者， 并问老农怎么这么肯定

自己不是铁军的战士。

老农笑笑道：“这些天我们经常遇到铁军的战

士，他们再热也不会脱衣服，再累也不会随便坐在道

牙上休息，再渴也不会喝群众的水。所以我一看就知

道你不是铁军的战士。 ”

事后，这位记者在文章中写道：“之前，我只知道

铁军战无不胜，与老农交谈后，我才真正知道了铁军

战无不胜的原因。 ”

难忘八一

□

朱光宇

轻叩八月的门扉

沉寂的暗夜

依稀穿破阴霾的枪声

浴火的红星

擎起飘扬的八一

英烈的鲜血浇铸浮雕

凝固绿色的长城

高尚的灵魂融入心田

巍峨不朽的丰碑

自由的白鸽

衔着橄榄枝

在充满阳光的蓝天

盘旋敬仰和圣洁

慢慢远去的亲人

□

陈来东

表哥和姑父先后在市人民医院住院部治

病。 姑父年已

84

岁，离休干部，为人忠厚实在，

不会说假话，信奉平平淡淡才是真。 亲人们日夜

守护，姑父躺在病床上，病情稳定，呼吸均匀，静

若处子，没有任何痛苦的样子，正在一步步消耗

元气，直到生命的终结。 姑父将给自己的人生画

上圆满的句号。 我的表哥，五十开外，突发脑梗，

从普通病房搬到重症监护室， 后转移到焦作市

人民医院。 据主治医生介绍， 病人脑干出了问

题，脑干是中枢的中枢，脑细胞不可再生，身体

恢复到以前的希望不大，而病情会随时恶化，告

知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我听着，不觉泪湿眼眶。

表哥的家属禁不住失声痛哭。 表哥，复员军人，

在一家大型企业负责仓库管理。 表哥为人耿直、

憨厚，办事仔细、认真，作风正派，光明磊落，深

得众人好评。

50

多岁的表哥，正是人生的黄金季

节，像饱满摇曳的麦穗，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像

攀登珠峰的勇士，即将登上山顶享受“山高人为

峰”的豪迈；像奏一曲雄浑的交响乐，气势磅礴

却又嘎然而至。

2007

年 、

2008

年我最敬爱的父母相继去

逝，均已

70

多岁。 当时我囊中羞涩，但我现在富

有之时，对父母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想

在病床前孝敬父母，陪父母说说话，已经没有机

会了， 留下了 “子欲孝而亲不

待”的遗憾。有时女儿在我面前

赌气、撒娇、抱怨，我都默默地

承受着， 感到她们是多么地幸

福。 因为她们有情绪发泄的地

方。而我呢，现在社会的快节奏

和竞争压力， 常使我感到身心

疲惫，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多想在父母面前撒撒

娇、说说话，可是父母不在了，我连个哭诉的肩

膀都没有。

想想这几年的时间，我身边的亲人，与我有

情感的亲人，相继逝去，我欲哭无泪，我眼睁睁

地看着亲人们闭上眼睛，无能为力。

是啊，我身边的亲人慢慢地去了，永远地离

去了。

珍爱生命，珍惜你身边的亲人，他们是你生

命中的一部分。 我们要把这种孝、爱、亲情一代

代地传承下去， 使中华传统美德和孝道文化进

一步发扬光大，和谐家庭、盛世中华天长地久。

八一建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