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生日吃油糕，是山西人民很讲
究的一种习俗。据说油糕是吉祥食
物，人们过生日能够吃到它，小孩不
会生病，平安长大，大人做事顺利，称
心如意。

然而，在过去，吃油糕并不容易，
因为油糕不是粗粮做的，而是用细粮
中的黄色糯米（小米之类）粉，先蒸成
糕，再用手做成柿饼大的扁圆形，放
进油锅里煎炸而成。农民耕种糯米
产量很低，市场上价钱很高。煎炸用
的胡麻油，市场上价格更贵。因而吃
油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是临县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出
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独苗，我
是长子，全家当成宝贝。我从出世到
长大，每逢生日，母亲总要让全家人
吃一顿油糕，以示吉庆。第一顿是我
出生后过百天生日吃油糕，除全家人
饱餐，又分送给全村每家每户，以求
全村人保佑我长大成人。长到 12 岁
成人了，过生日同样将油糕送给全村
人吃，保佑我白头到老活百岁。

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常年在
外，慈母仍然在我生日这天做油糕全
家人吃。新中国成立之前，像我这样
过生日吃油糕的人家并不多，穷苦农
民只能望梅止渴。

1949年我离别家乡，南下来到四
川，母亲照样年年一次不少给千里之
外的儿子做生日油糕。有一次母亲到
村里一家的石碾子碾糕面，转回时路
过一处险路，一脚踩滑，连人带面滚下
20多米深的茅草坡沟里，幸好有人救
起，受了点轻伤。从 1958 年开始，我
的家乡处在困难时期，母亲只能用粗
粮给我过生日。父亲从老家前来四川
西昌看我时，带着母亲为我过生日吃

的食品，我高兴地咬了一口，吃在嘴
里吞不下去。父亲说几年来给你过
生日，就是用这些高粱、苞谷面做成
的馒头代替油糕。

熬过了困难的三年，国民经济有
了好转，慈母手中有了糯米，我的生
日在母亲的操办下，全家大小又能吃
到油糕了。

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改革使国民
经济大有好转，生活由穷到富，慈母的
爱心仍然灼热，每年在我生日这天，依
旧全家大小吃到美味可口的油糕。那
年我同夫人回临县探亲，母亲高兴地
对我说，如今别说过生日能吃到油糕，
平日里也能吃了。

真没想到，刚过上不愁吃穿的美

好日子，可爱的慈母不幸于 1989年病
故了，从此再无人为我过生日弄油糕
吃了。

而今，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又有
了快递，临县老家的正宗糯米糕面，
很 快 即 可 运 来 西 昌 ，上 超 市 买 来 芝
麻 香 油 ，仿 照 母 亲 在 世 时 做 油 糕 的
工艺流程，自己动手，生日也好，平
日 里 也 好 ，都 能 吃 到 美 味 可 口 的 家
乡油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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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无论在工作岗位，还是在家里，都
体现了他的做人原则。他常对我们说：“我
是共产党员，一生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工
作生活中都要严以律己，决不能给共产党脸
上抹黑。”所以，我们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正正派派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小时候有一件事，至今我仍然记忆犹
新。那年，父亲单位调工资，在那个年代调
工资不是年年调，更不是人人调，而是有指
标有名额的，几年才调一次。按父亲的资历
上调一级工资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却把好不
容易的一次机会让给了其他同志。回到家
后，母亲还埋怨了好一阵子。当时母亲没有
工作，全家 6口人，老家还有爷爷和身有残
疾的叔叔，都得父亲管，但父亲说，还有比
咱们更困难的同志，还有比我工资低的同
志，咱要发扬风格，把利益让给更需要的同
志吧。母亲也没办法只能默认了。

无情的战争给父亲留下了一身的伤痛，
每遇四季交替和天气变化，就特别敏感，不
是伤病处痛就是痒，母亲经常开玩笑说，你
这比天气预报的也准。那时，我们姐弟几个
年纪尚小，不太懂事，只是每天盼着有个好
天气，少让父亲经受伤痛的折磨。父亲是离
休干部，医药费实报实销，有时母亲有个头
疼脑热，身体不舒服时，想随手吃上父亲的
几颗药，那肯定是不行的，非但不行，还要
受到严厉的批评，父亲说：“吃药自己买，
不要占国家的便宜，这样不好。”看起来不
算什么大事，可父亲不这么认为，充分体现
了一个老革命、老党员的大公无私精神。

父亲爱学习，带着老花镜每天都要坚持
看书看报，有些好文章还读给母亲听。后来
几年，戴老花镜都看不清楚了，他就拿上放
大镜一字一句地认真看。

父亲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每天的新闻
联播必看不误，说起大道理来依然头头是
道。有时候我看到他一手拿放大镜，一手
指着书上或报纸上的字非常吃力，开玩笑
地说上几句“老了还那么认真，学习也没
啥用了”，他还很不高兴地说：“活到老，
学 到 老 ， 啥 叫 没 用 ， 世 界 上 就 怕 认 真 二
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说的我还真是哑
口无言。父亲快 90 岁时，记忆仍非常好，
有一次我试探地问他，咱们国家有十大元
帅是谁？你还记得吗？他老人家不仅能准
确说出名字，还能介绍每位元帅的生平事
迹，并且还说：“我戎马一生，一辈子跟
党走，一辈子穿军装，这么重要的事我怎
么会忘记呢。”看着他高兴的样子，听着
他朴实的语言，以及因为自己是一名战士
的自豪感，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父亲在家特别勤快。我们小时候穿母亲
做的布鞋，姐弟几个很费鞋，于是父亲就买
了一套钉鞋工具，手还真巧，用捡来的废轮
胎给我们把鞋修理的跟新鞋似的，还挺漂
亮。两个弟弟的头发长了都是父亲亲手给他
们理，那时候理个发也就 1毛钱，他说能省
就省，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艰苦朴素，吃苦
耐劳，不许有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坏毛
病。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让我
们不忘本、做好人。

父亲离开我们 10年了。省委、省政府，
省劳动改造工作局的领导，每逢过年过节都
会登门拜访，看望母亲，并送来慰问金和生
活用品，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让母亲的晚
年生活充满幸福感、自豪感。我们做儿女的
也很孝顺她老人家，想方设法地让她开心快
乐度过每一天，这也是过世父亲的心愿吧！

父亲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革命的一
生，奉献的一生，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亲爱的父亲安息吧！您永远活在女儿的
心中！

我的父亲
□ 吴建梅

2010年 3月25日到今天，父
亲离开我们已整整 10年了。在
这10年间，我一直想起父亲在时
的点点滴滴，不由潸然泪下，我真
是太想他了——我的老父亲。他
那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则，兢兢业
业、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慈祥善
良、和蔼可亲的生活态度，都深深
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1922年农历 11月 23日，父亲出生在吕梁市离石区西
属巴镇瓦窑间村，家庭状况极其贫穷。爷爷憨厚老实，常
年在附近煤窑下井当长工，奶奶贤淑勤劳照顾孩子做家
务。父亲的哥哥 10 来岁上山砍柴，不慎坠入深沟丧命。
奶奶悲伤过度，随即不幸离世。父亲的妹妹无人照看给别
人家做了童养媳，少吃没喝，受尽煎熬，没几年也患病而
死。家中只剩下爷爷、父亲，还有他幼小的弟弟。为了生
存，为了给爷爷减轻负担，懂事的父亲就出去给别人家放
羊、放牛、干杂活，有时还跟着爷爷下煤窑，担心仅有的
一身衣服弄脏，只好光着身子下井干活。尽管如此，一家
三口仍吃不饱、穿不暖。

1937 年 4 月的一天，父亲同本村比自己稍长者到临
县招贤担石板，在那里目睹了红军队伍的言行举止，就
好像看到希望，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觉得这支队伍好，
替穷人办事，还有饭吃，就毅然决然留下来参加了队
伍。就这样，一个不到 15 岁的懵懂少年参加了中国工农
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刚 参 加 革 命 的 父 亲 ， 没 有 文
化，根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懂得
既 然 加 入 了 这 支 队 伍 ， 就 要 跟 党
走 ， 对 党 忠 诚 ， 勇 敢 杀 敌 ， 不 怕
苦 、 不 怕 死 ； 听 党 指 挥 、 令 行 禁
止，时刻不忘参军的初衷，牢记部
队赋予的神圣使命。

他来到部队后，勤学苦练，边
学文化，边学军事，逐步提高自己
的综合素质，不仅练就一身过硬的
军事本领，还能熟练掌握、灵活运
用作战军事战术。由于表现突出，
于 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在八路军 115 师 687 团 2 营
8 连担任战士时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1945 年 至 1947 年 在 晋 冀 鲁 豫 军 区
343 教导旅第 8 团 2 营 8 连一排担任
机枪手时，参加了平汉战役和陇海战
役，由于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先后
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1946年，
父亲在山东阳谷、聊城、范县一代令
还乡团闻风丧胆，敌人当时以悬赏两
斗白洋拿他的人头。1947 年 7 月,父
亲因在陇海战役中身负重伤，被送进
山东菏泽的华北军区野战第一医院
第二疗养所养伤。伤愈后，在华北军
区荣军学校学习一年。战争使他先

后负伤 11 处，民政部发放了伤残军
人证书，享受相关待遇。

1950 年起，父亲在华北军区教
导一团山西应县大队任大队长。主
要 任 务 是 开 荒 种 地 、 修 水 利 建 工
厂、改造国民党俘虏，成为新中国
成 立 后 我 国 第 一 批 劳 动 改 造 工 作
者。此后的几十年，父亲先后在怀
仁劳改煤矿、大同劳改砖厂、阳泉
营荫劳改煤矿、太原劳改工程队、
大同大青窑劳改煤矿、山西省汾阳
监狱等劳改战线工作一直到离休。

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还是转成公安部队到监狱警察。父
亲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
职守、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时时刻刻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保持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虽然享
受着副省级待遇，但他从不自傲，
总认为党和国家给了他这么高的荣
誉和待遇，比起那些流血牺牲的革
命战友，自己真是太庆幸了。

苦难童年 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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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吴振勇
我的父亲吴振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