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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对大家来说

是很平常的一天，而对我而言，却是刻骨铬心的，

记得在 1958 年 9 月 1 日，我第一次远离生我养我

的家乡——平湖，离开亲人。奔向一个陌生的地

方——浙中金华。

这天早上，母亲早早烧好早饭，还特意煮了二

个鸡蛋，给我路上吃。由于要去学校报到，我心里

很激动，故也早早起床。早餐后，我背上书包，母

亲则挑着我的所有行李，那时家里穷，行李也极简

单，一条棉被，一只纸箱，里面是换洗的衣服。一

只网袋，装些脸盆、洗漱用品，送我到乍浦汽车

站。在路上，母亲再三叮嘱：第一次出远门要照顾

好自己，家里的事少操心，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

识，学好本领，今后就有好的工作，这是全家人的

希望。我一边听，一边点头，我告诉母亲：“我一定

会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学习的。我也对母亲说：

“您千万保重身体”。当汽车开动时，我从车窗玻

璃看到母亲一边向我挥手，一边在抹泪。我真正

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扰啊！”

我从乍浦坐汽车到嘉兴火车站，再坐火车去

金华。那时的火车都是慢车，足足开了六个多小

时，下午四点多才到达金华。

金华是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流量非常

大。我拖着行李，慢慢向出口处走去，一出车站，

迎面走来两位接站的老师，他们把我和另一位从

慈溪来的吕长海同学的行李一起装上了一辆手拉

车，我们跟着手拉车向前走。一路上，我们和两位

老师交谈，得知一位是陆祖鹏老师，他是团委书

记。另一位年长的、帮我们拉行李的李洪发老师，

竟是位老红军！我们真有点不好意思。大约走了

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金华郊外的一个叫湖头

的村庄。浙江金华公路学校就在这里，想不到，我

梦想中的学校是这样的简陋。当天晚上我和吕长

海同学都翻来覆去睡不着，思想斗争激烈，回家

吧？可考进这个学校是多么的不易。不回家，这

里的环境、条件实在太差，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实

在受不了。思来想去，直到半夜，恍恍忽忽。突然

我感觉母亲慈祥的眼睛看着我，母亲的谆谆教导

在我耳边响起，“你是全家人的希望⋯⋯”我不能

让母亲伤心，我不能辜负她对我的期望，我不能当

逃兵，其他同学能坚持，我也一定能。我是家里的

大儿子，理所当然要做好榜样，为父母分挑家庭的

重担，这是我应尽的责任。虽然整个晚上没好好

合眼，但最后终于想通了。第二天清晨，愉快地到

学校办公室办理了入学注册手续，并且和吕同学

分配在一个班——汽车应用与维修专业。

1959 年 5 月，浙江交通厅决定把我校搬迁到

杭州，将镇海航务学校和金华公路学校合并，新建

“浙江交通学校”。在最后的一年时间里，在老师

的辛勤教育下，同学们都刻苦努力学习，认真的钻

研知识，最后顺利的完成了三年的学业，都能按时

毕业。

当时交通建设人才十分缺乏，各地交通运输

单位都来校要人。我和六位同学被分配到交通厅

汽车配件厂，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是我去杭

州武林门的厂里报到日子。人事科发给我们半个

月工资拾伍圆贰角伍分（见习期间月工资 30.50

元）。第一次拿到工资，大家高兴极了，厂里还给

我们放半个月假。

当天下午，我特地买了杭州特产茶叶和糕点，

赶回乍浦家里，去探望我日思夜想的母亲。晚上，

我拿出第一份工资的 5 元钱给老母亲，并承诺以

后每月会寄给她的。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养育之

恩的第一次回报。老母亲热泪盈眶，这件事一直

深深地埋在我心中！

三年的学习生活，是我人生事业的最坚实的

基石。我非常珍惜在杭州工作的机会，我一心扑

在工作上。每天早上班，迟下班，埋头若干，把学

到的知识，都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几年来，一直得

到厂领导的好评。从生产汽车配件开始，到后来

搞汽车配件研发，再到制造汽车。浙江第一辆“红

卫牌”汽车，就是我们厂造的，到后来我又去汽车

配件、汽车销售。在我的一生中，离不开交通，一

辈子都服务于交通运输事业。

如今，我离开家乡平湖已六十周年，内心感慨

万千，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六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激烈的思想斗争，是母亲唤醒了我的心智，让我决

定了自己的命运。我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

个晚上作出的正确选择的结果，才有今天的快乐

和幸福晚年，因此，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虽然我离开平湖六十

年了，但每年我都要回去几次，每次回家，看到家

乡都有变化，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乍浦巨

变，黄山巨变，原来的陈山村的一片农屋，早已集

中到乍浦镇上，建成了港龙花园，村民全部住进了

新楼房，而原来的田园，早建成了九龙山庄，成了

旅游景区，景区里有游艇俱乐部、赛马场、直升机

场、高尔夫球场、赛车跑道等。还有度假酒店、休

闲公寓和海景房，供人们旅游度假、休闲，享受慢

生活。

看到这一切，我心潮澎拜，热血沸腾。我为家

乡的巨变，由衷高兴。六

十年是我人生的一大半，

是一段不短的时光，如今

我 老 了 ，老 母 亲 也 早 逝

了，现在唯有牢牢记住这

一 天 ，记 住 离 开 家 的 日

子，坚持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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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不能忘却这一天

管窥上海（156）

管天瑞 文/摄

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朱家角

历史古镇是现在旅游的热门选项。只不过一

昧走马观花，江南古镇游览起来大同小异，小桥、

流水、人家是每一处水乡有的东西。就这一点上，

素有“江南明珠”之称的朱家角也不例外。朱家角

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地处上海青浦的中南

部，距离上海市中心有着 49 公里的距离，是上海

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人们常说，朱家角有三多: 名人多，明清建筑

多，河埠、缆石、茶馆多。朱家角河港纵横，9 条长

街沿河而伸，千栋明清建筑依水而立，36 座石桥

古风犹存，名胜古迹比比皆是。古镇内的著名古

桥——放生桥将朱家角分为南北两块，一阶阶踏

着青石台阶上去，在穿越时驻足观看，弧顶下游船

百舸争流，两岸蜿蜒的小巷，临水的建筑皆一览无

余。放生桥是连接南北的必经之路，古桥本身也

是气势蓬勃，作为江南地区最大的五孔大石桥，其

造型优美，极为壮观，给小家碧玉的水乡风情，带

来了些许气势。

穿梭于古镇之中，镇内亭台楼阁风格各异，城

隍庙、珠溪园等风景供人观赏，而北大街则是美食

和购物的好去处。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这样漫

无目的地转一圈，留下“到此一游”的照片，或是合

乎胃口就买些沿街的小吃，有眼缘便带些纪念品

回去，一个江南古镇就算游览参观过了。当然，你

倘若像是这样游览参观朱家角，那么还真就白来

这个地方了。

朱家角虽没有周庄或是乌镇出名，但却是最

有着文化底蕴的地方。江南水乡流行着这样一句

话：“南周庄，北周庄，不及朱家一只角”。600 年

建镇史让朱家角古意盎然的明清建筑和名人故居

多不胜数，在浓郁历史气息的熏陶下，水乡独有的

韵味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乘一叶小舟，悠然地在

河道里晃悠，听乘船师傅讲述水乡故事。不去亲

身体验一番，又如何经历“船在水上行，人在画中

游”的感受。“上海威尼斯”的美誉恰如其分

山清水秀的地方总少不了人才，朱家角这块

钟灵毓秀的地方自然也是如此。小小朱家角一

地，明清两代就出进士 16 人、举人 40 多人，不乏

行业精英。著名清代学者王昶、御医陈莲舫、小说

家陆士谔、都来自这块土地，给朱家角留下了丰富

的文化遗产。

朱家角虽距“魔都”不远，但这里的风貌早

已 与 高 度 现 代 化 的 上 海

大 相 近 庭 。 没 有 喧 嚣 的

都市嘈杂，悠然自得的生

活节奏，从容悠闲的整体

氛围，让来到这里的人们

大 可 不 慌 不 忙 地 享 受 自

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