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红色的回忆 

---纪念外祖父百年诞辰 

                       罗惠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韩宝仪那曲热情奔放的《粉红色

的回忆》，曾经响彻中国大街小巷，那个时候的我年龄尚小，

跟在外祖父身边，他经常播放这首曲子，虽然我听不懂，但

是这个音乐却从此在我的记忆里埋下了种子，以至于长大后

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情绪就像种子发了芽般破土而出，

总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对爱情的所有美好印象，大概始于外祖父与外祖母，外

祖母是知书达理的名媛闺秀，与外祖父相濡以沫的走了一辈

子。上景园的摇椅上还萦绕着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一起散

步，一起买菜，一起记账，一起写日记，一起看报纸，一起

看连续剧，外祖母身材福态，步履蹒跚，外祖父便拄着他的

拐杖伞，不疾不徐、不愠不怒的等待，多年后，只要看到“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字眼，眼前便浮现他们活灵活现的身影，

把如此温暖的画面留给后辈，这大概是对爱情最好的诠释了

吧。 

好的爱情观会影响整个家庭，他们的下一代个个都夫妻

恩爱，举案齐眉。 



 

 

（图片说明：2005 年大舅回国，一家人走路去名苑酒家

就餐途中外祖父一路牵着外祖母的手侧影） 

 

 

 

 

 

 

 

 

 

 



乐于助人心常泰 

小时候我常常听到“搭桥修路”的字眼，但那时候的

我并不真正懂得它的含义，长大后才知道外祖父外祖母深度

默契，外祖父曾发动南洋华侨捐款修建了三座钢筋水泥混凝

土桥梁，极大的方便并保障了村民的出入和安全；外祖母则

常捐款在外乡为人搭桥修路。外祖父高中毕业后直接保送到

中央政治大学，他以名牌大学生的扎实功底，帮方圆几公里

的乡亲回信和翻译英文信函，每逢过年免费为村里有需要的

家庭书写对联，即使是对文革期间落井下石，后来成为孤苦

伶仃的人，也不计前嫌，给予接济和帮助。 

外祖父是大埔县政协委员、石云中学评聘的首位高级

教师，子孙也个个事业有成，贤良孝顺。按老一辈的说法是

他不缺钱，但是他哆嗦着双手把一张纸巾撕成四份来用的画

面却贯穿了我对他晚年的整个记忆。他“抠门”节俭，却每

年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养老院的五保老人送去温暖，这种善

举不是一时的作秀，他延绵了外祖父的整个人生甚至延绵到

下一代，某天我从微信群里看到我们镇上的宣传栏里赫然张

贴着一张大红纸感谢信，原来外祖父逝世多年，他的子女仍

用他的名义捐赠，多年不曾间断，是实实在在的无名英雄,



这件事极其震撼了我的内心。

 

 

（图片说明：2017 年枫朗街小巷宣传栏里的感谢信） 

 

 

 

善以律己意自舒 

外祖父 91 岁高龄时在深圳市彩田村管理处庆六一活动

时上台发言，跟大家分享了他长寿的秘诀是规律的生活和乐

于助人知足常乐的心态。诚然，他刻在骨子里的自律，让我

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每天准时起床睡觉、散步、做保健操、每天看新闻联



播、写日记（他的日记分为国际大事和城际小事，既有国家

大事的宏观视野又有小家小事的直观窗口）、学习古诗、唐

诗宋词，每天吃几颗坚果、每天餐后喝三杯茶（三杯茶中最

鼓励最温暖的瞬间是那句:阿燕泡的茶最好喝了，我要再加

一杯，多喝一杯就足够了），这些生活的小事件，坚持一天

不难，但要坚持一世就不那么容易了，外祖父就这样将所有

生活中的每个美好点滴都坚持到了最后，他的日记一直记到

他逝世前两天，临终那几天的日记，字迹潦草，已无法分辨

字体，但从他龙飞凤舞的“画圈画线”中，我看到了他发光

发亮的坚持与自律。 

       

 

（图片说明：2013 年 9 月外祖父在深圳彩田村写日记） 



 

文学修养带给我的深远影响 

华师大的木质沙发凳上，外祖父一边教我哧溜着面条，

一边指着窗外的飘雨，一边和年幼的我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

伴随着我的成长，外祖父每年还是会将这个传统文化渲染的

无比浪漫，以至于几十年后每年的七夕，我的记忆里总有那

个浪漫满屋的传奇故事。 

而外祖父嘴里朗朗上口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少小离

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

处来。”也演变形成我对传统节日清明节和时光易逝、世事

沧桑最初始的认识。 

这些受益于外祖父的文学造诣（外祖父上通天文，下知

地理，是语文、数学、外语样样都精通的稀缺人才，1982 年

他教导学生写的作文《补偿》，得到团中央少先部和《中学

生》杂志社联合举办“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征文二等奖。文章

发表后，该同学收到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使石云中学闻

名全国）。他日常生活中蹦出来的这些经典诗词故事，使我

在这种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的节奏中，逐渐明白了各种诗词

故事的涵义，直至长大，对这些有意无意的文学植入，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 



 

（图片说明：2013 年 9 月 92 岁高龄的外祖父在深圳彩田村

颤抖着手写的书法）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日常家人或朋友遇见挫折困难或者不如意的时候，外祖

父便会飙出他的经典语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

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遭受大大小小的挫折与磨难，同时

会有许多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更会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人生

之路。他用这种不动声色的乐观教会我们积极面对困境，也

教会我们不能因一时的得意而张狂，更不要看不起比自己弱

小的人群，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图片说明：2011 年上景园外祖父与两个女儿的留影） 

 

 

 



知足常乐 明月入怀 

成长的过程总是要经历几次坎坷、遇见几个人，然后

看清世事。我曾介怀于一段感情的男主角在相同的事件上重

蹈覆辙，但是外祖父和我说不要抓住一个人犯过的错误不放，

宽容是海纳百川的大度与包容，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与豁达。

我忽然明白即使是对文革期间落井下石，后来成为孤苦伶仃

的人，他也能做到不计前嫌，给予接济和帮助的深意了。 

后来的我再遇见难以释怀的事件，真的就有了薄积厚发

的力量。母亲也学到了他的精髓，教育我别人对你不好，你

要对他更好。 

 

（图片说明：上景园的摇椅旁与外祖父、外祖母的留影） 

 



勤俭节约的极致体现   

我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家庭，从小就已被灌输艰苦朴素的

根深思想，自认为在同龄人中已做到勤俭节约的表率，然而

某天在舅舅家，却经历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舅舅煮了丰盛的午餐，我帮忙盛饭，舅舅看到我盛完饭

的锅里还粘着米粒，一边教训我浪费粮食，一边用勺子扒拉

干净锅边的饭粒，我当场觉得委屈的同时也觉得小题大作，

不过是锅边的几颗米粒而已。看过舅舅的文章，才知外祖父

一生勤俭节约，在贫穷和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要求他们

兄妹每餐吃饱后，碗里不能留有饭菜甚至饭粒，绝不容许浪

费现象出现。所以即使到了退休后的今天，他们还是保持着

这个习惯，同时也要求儿孙不浪费。舅舅把外祖父的教育结

果带到了下一代，给我上了一堂无比深刻的课。 

而外祖父的另外两个女儿，我的母亲和干妈（阿姨）也

深得外祖父真传，煮饭从不多余，实在消化不了的饭团也会

晒成饭干封袋保存，留给放养鸡鸭的亲友，让微小的米粒实

现食物的价值最大化。 



 

（图片说明：2013 年 2 月外祖父在新加坡植物园将一张纸巾

一分为四的撕纸现场） 

 

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最好的家教是言传身教，外祖父用他的言行举止潜移

默化着他的子子孙孙，良好的家教传承，给予子孙一生财富

的同时，也赋予了后代一生值得信仰的力量。 

就如我一直敬佩素未谋面的外曾祖母（外祖父的母

亲），在她魂归天国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从两鬓如霜的陌

生老人口中听到她助人为乐的事迹。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引

领着后人。       



我是幸运的，我见证了外曾祖母和外祖父两代人的教

育成果，大家都用一生践行着他们传承给我们的善良与厚道。 

这是外曾祖母和外祖父为人父母的教育结晶，是真真切切、

闪闪发光的智慧锦囊。 

 

 

（图片说明：2001 年 1 月上景园外祖父、外祖母与子女

的留影） 

 

 



外祖父老了 

在那个手机还不泛滥的年代，外祖父有一个雷打不动的

习惯，他总是神采飞扬的坐在电话旁，和他的子孙朋友磕唠

家常，话题可以从张三家的孩子聊到李四家的父母，也可以

从菜市场的青菜价格聊到国家总统的换届大事，但是有一天

我突然间感觉到，他的语气越来越轻，话题越来越少，我忽

然意识到，外祖父老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也会有老去的一

天，他明明在家庭聚会上说他有信心活到 100 岁的。于是，

我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购物模式，变着法子的购买他喜欢的食

品、他喜欢的一切，开启了每周深圳往返清远的城际生活模

式，我想与时间赛跑，尽量多的争取与他相处的时间。 

 

（图片说明：2014 年 1 月我陪外祖父在深圳彩田村晒太阳） 



福满寿终前的坚强与毅力 

舅舅及众多亲友的文章里有很多外祖父的故事，那些

我不曾参与的故事里无一不透露着外祖父的优秀，外祖父病

后期，我每周末清深往返，也在这期间，我从他扭曲的表情

中猜测到他的疼痛程度，他总是闭着眼睛，用手捶打着他瘦

到干瘪的关节，微微的吐着气，但却从不和我们提及，就像

他还残留着少量自理能力时力推大家的陪伴好意宁可自己

独立生活，又像他在厨房摔了一跤自己挣扎着起来也不让子

女多操一点心一样，我仿佛不经意间窥见了他坚毅的身躯里

那颗柔情的心灵。就这样我目睹了他最后抗战病魔的坚强意

志，每一道刻在骨子里的细节，都无不让我叹服他的高尚。 

 

（图片说明：2009 年 8 月外祖父在上景园用放大镜看报纸） 



无处不在的精神影响 

   我对我的母校日新小学，石云中学总有着莫名的感觉，

这两所学校就像童年的糖果，很多年以后都会让人余味无穷，

意犹未尽。多年后看到舅舅们的诗集和文章，才知道外祖父

对这两所学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时他担任着石云中学扩

建委员会副主任，日新小学扩建委员会主任，除了发动海外

华侨捐款修缮石云中学和日新小学外，还不辞劳苦亲自到省

城广州，找相关领导，拨下专款，新建石云中学教学大楼。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云中先后建成了教学大楼，罗明科学馆，

教师宿舍楼；日新小学也先后建成了教学大楼南楼、北楼，

综合楼等，极大改善了家乡学校的教学条件。难怪我每次站

在科学馆、教学楼时总有一股莫名的温暖，仿佛冥冥中有股

力量牵引着我前行，原来是外祖父的温度，宛若春风拂过脸

庞。 

我一直叹服外祖父海纳百川的胸怀，他毕业后曾被分配

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然而为了侍奉母亲（我的外曾

祖母），他毅然辞职，甚至婉谢了南方大学工作的邀请，回

到石云中学当老师以尽孝道。他这一生历尽坎坷，却始终保

留着心底的善良和孝道、还有一概与俗世无争的气魄。所以

我去南京旅游，行政院就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后来我如愿

以偿，我想大概是我的潜意识也在追寻他的影子，追寻他的

精神吧。 



 

（图片说明：2011 年 8 月清远，小舅组织家人游北江，

外祖父在白庙段船上眺望远方） 

 

这些画面，像是陈年旧事，又彷佛是历历在目的昨天。

外祖父这些豁达的人生理念，直接影响着我们后辈。真正的

力量，可能是平凡日子里衍生出来的小伟大，无形却不露痕

迹的温暖鼓舞着你。“乐于助人心常泰，善以律己意自舒”

成为我们的家训。我常常以此鞭笞自己，向外曾祖母外祖父

外祖母学习、向长辈们学习，带着他们给予的温暖和力量向

阳前行。 



 

（图片说明：2013 年 2 月在新加坡滨海湾公园一位华人长者

前来与外祖父打招呼取经热情高涨的现场照片） 

 

2022 年 8 月 

 

（备注：作者为善武老师外孙女，次女丽明长女，现供职于

广东省北江航道事务中心清远航标与航道测绘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