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油灯，曾经是我儿时农村家庭人们
长期使用的一种照明工具。在无数个日日
夜夜里，在无数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无数
个饥寒交迫的寒冬腊月，在无数个的今天
和明天，煤油灯（也叫洋油灯），那小小的火
苗下，有年过 90岁的曾祖母坐在灯下给我
讲精彩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有爷爷掂着
酒壶在灯旁用柴火热一壶酩酼酒的爱好痴
迷，也有母亲春节前在灯下一针一线为我
赶做新衣裳的无怨无悔。煤油灯下的故事
源远流长，煤油灯下的我，曾经有一个甜蜜
而又苦难的童年，也曾经在灯下彻夜苦读
而又充满美好憧憬的梦境。

在我家这个地处黄河故道南岸的偏僻
农村，煤油灯的制作非常简单。找一个盛过
墨水的空瓶子，用剪子在薄铁皮上裁一块
宽一指长约 10厘米的铁皮，然后卷成筒
子，再用粗棉线或破布条搓一根“灯稔子”，
将“稔子”从铁筒子里穿过，在上面再戴一
个比五分钱硬币大一些的中间有孔的圆铁
皮。使用时，只要将“稔子”放入煤油里浸泡
一会儿，用火柴点燃就行了。煤油灯所产生
的火苗似一粒花生米大小，和现在的电灯
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那时，每到期末学校
要进行各门功课的考试时，为了考出好成

绩，在寒冬的夜里，我常常伏在煤油灯下通
宵达旦地熬夜苦学，当天亮起来准备洗脸
上学的时候，两个鼻孔像长了黑胡子，一吐
唾液全是黑色的。可以想象，那样的照明条
件一定很差，但在那个困苦的年代里，这是
没有办法的选择。黑夜里有这样一粒火苗
的陪伴，也是一种希望，也照亮了我孜孜不
倦奋斗的人生前程。

在那个年代里，受经济条件限制，差不
多家家户户晚上点灯的时间都很晚，有时
候，一家人吃完晚饭时，屋子里特别黑，几
乎看不到桌子上的东西，母亲为了节省一
点煤油钱，也不愿意点亮灯。她说：“不就
吃个饭吗？不点灯，饭碗端到嘴跟前就吃
了，咋也吃不到鼻子里去！”是的，我替母亲
想了想，只要有一点办法，谁会去省那点煤
油钱！那个时候农村的学生，除了临近考
试一般都不留什么家庭作业，吃过晚饭后，
大人们都带着小孩子出去玩。实际上，是
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地
方玩。如果天气不好，下雨或者大雪封门，
母亲就让我钻进被窝早早睡觉了。那时
候，煤油只有毛把钱一斤，一个月也用不了
多少。但是，大人们好像比孩子们想得更
仔细，能省一点是一点，穷日子有穷日子的

过法，母亲常说：“过日子比树叶还稠哩，能
省就得省着点。”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
天，一场大雪过后，冰雕玉砌，大雪把去上
学路两旁的柳树都压弯了，只要雪一停，东
北风就可劲地刮起来，那风是带着声音的，
凄厉吼嚎，当下晚自习往家里赶的时候，夜
深人静，听着风吼的声音十分吓人。受家
庭条件限制，母亲给我做的仅有的一双棉
鞋也浸透了，回到家里，当我上床睡觉后，
母亲就把棉鞋放到烧过火的灶膛里，第二
天上学时，母亲再让我穿上。时间一长，问
题来了。那时候，反来复去就一双棉鞋，没
有替换的，整个冬天母亲不知道为我烤过
多少次棉鞋。就这样我的脚还是冻伤了。
晚上放学回到家，钻到被窝里，脚一暖过
来，又痒又痛。母亲看到后，半天没说一句
话，我清楚地看到，母亲眼里噙着泪花。过
了一会儿，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一个
星期里头，我叫你穿上棉鞋。”第二天，母亲
翻箱倒柜地找了些袼褙，晚上就开始在煤
油灯下纳鞋底，那几天，常常是我睡醒了，
看到母亲还在煤油灯下，借着那小小的火
苗，正一针一线地为我做鞋呢。早晨起来，
看到母亲的眼睛熬得红红的，由于煤油灯
的熏染，鼻孔里黑黑的，那是在煤油灯下干
活的结果。母亲说到做到，一个星期后，我
穿上了母亲给我做的棉鞋。自从穿上母亲
做的棉鞋后，我脚上的冻伤好了很多，期终
考试，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现在想
想，母亲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做
到一切。世上只有妈妈好，每一位母亲都
是非常伟大的。后来，我穿着母亲在煤油
灯下做的布鞋，上学、参军，最后当上了一
名光荣的公安干警。每当我想起母亲在煤
油灯下穿针引线的这一幕，我的心都深深
地被刺疼，禁不住热泪盈眶。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条件有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休
了。在过去的数十年的许多个冬天里，我
也曾穿过里面全是绵羊毛的军用大头鞋、
警用棉皮鞋，一双脚再也没有冻伤过。但
是，我却永远忘不了母亲在那煤油灯下，一
针一线给我做的那双棉鞋，还有那一盏散
发着黄色光芒的煤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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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甫海

冬之歌
■杨秀峰

冬晨

东方晨曦美晓阳，
西边冬霜闪银光。
河岸丛林碧凌挂，
道旁草坪白头昂。
云飞影稀田野静，
日照天寒枝叶慌。
万物隐藏蕴复出，
冰冷过后迎春忙。

冬松

冰凌缀枝细叶新，
绿影迎寒见精神。
西风扑面无所惧，
暴冷穿身不怕侵。
遥望苍穹傲铁骨，
扎根大地彰顽魂。
诗友常吟松品好，
画家爱绘激励人。

煤油灯下的童年
奋斗者

■言若

最美村官裴春亮，
情系乡亲心向党。
修路架桥兴水利，
招商引资建工厂。
百姓致富干劲足，
产业突起实力强。
丰衣足食旧貌变，
山高水远前景广。

重阳节游汴京
■冯绍松

游清明上河园

乘兴重阳赴汴京，
择端笔下宋时风。
廊桥舫榭雕神斧，
酒肆商街现鬼工。
抛彩靓妞方掩袖，
争雄枪剑又传声。
游人忘返留芳照，
满苑秋香味正浓。

游龙亭

皇亭衰盛历沧桑，
洗尽铅华著艳妆。
熙攘人流穿殿宇，
曳摇枫叶映红墙。
潘杨湖畔黄花瘦，
玉带桥边绿柳长。
乐享临安醉歌舞，
徽钦遗忘锁他邦。

游大宋武侠城

汴京武场客淹留，
喜赏豪侠解庶忧。
十字坡中识好汉，
祝家庄里败魔头。
报仇除恶山神庙，
雪恨诛贼狮子楼。
亘古中华多壮士，
疏才仗义展风流。

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出现噎食现象呢？
1.咀嚼功能不良：老年人由于牙齿松动脱

落，再加上嚼肌功能下降。
2.吞咽动作失调：老年人吞咽软骨活动没

有年轻时灵敏，再加上脑血管病变等原因，容
易造成吞咽动作不协调，从而导致食物容易落
入气管。

3.胃酸分泌过多：老年人容易噎食，有的是
因为胃酸分泌过多造成的，和膈肌痉挛也有直
接关系，还有的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有一定
的关系。

4.咽喉部黏膜萎缩：老年人咽喉部黏膜逐
渐萎缩，吞咽时力道不够，气管没有关紧，食物
就会误入气管，堵住气管或支气管，而且因为
是反射动作，等到有感觉时，哽噎已发生。

5.脑血管病因素：对于脑梗、中风等脑血管
疾病患者来说，也很容易出现吞咽反射障碍，
下咽食物时，会厌闭锁不全，导致食物误入气
管，遇到这些情况要尽早到医院进行头部CT
检查，明确病因，监测血压变化。

6.全身性疾病及各种器官系统的疾病：如
胃癌、食道癌、慢性心衰、慢性支气管炎、贫血、
尿毒症、老年性精神病等，都可引起噎食、吞咽
困难等现象。

一旦噎食，老年人会有哪些表现？
吴继敏教授说，老年人噎食具体有 3个临

床表现：
1.突然不能说话，并出现窒息的痛苦表情。

2.用手抓住颈部或胸前，并用手指向口腔。
3.呼吸道被阻塞，憋气，面部涨红，剧烈咳

嗽，咳嗽间歇有哮鸣音。
因此，老年人吃饭的时候，最好是餐桌上

准备好一杯温开水，一旦噎着赶紧喝口水，旁
人不要帮忙，让他自己喝是最安全的，因为自
己才能准确掌握喝水的量、动作和速度。

老年人要防止噎食，日常生活中注意7点：
1.饮食宜黏稠一点，以软食、半流质为宜，

如面条、蛋羹、粥类等，忌食油腻、坚果及辛辣
刺激性食物。

2.进食时要少说话，更不能大声说笑，或是
看电视，以免分心。

3.进食糯米类食物，一定要小口小口分食，
仔细咀嚼再吞下，避免一次一大口。

4.吃带骨头的食物，不要太过心急，要仔细
在口中辨别。若配戴假牙，则必须固定好，不
然摇晃或脱落，也会影响吞咽的功能。

5.食物不能块头过大，如在家切菜时块头
可小一些，大个儿的汤圆也很容易让老人噎
住。在饭店吃饭时，对块头较大的菜，要一口
一口慢慢吃，不可过急。

6.头部角度往下时，气管开口较小，所以进
食时尽量低下头，有些老人习惯仰着头吃药，
反而更容易噎着。

7.日常多练习张口闭口、伸缩舌头、微笑动
作, 以训练口腔及面部肌肉。

据《北京青年报》

老人吃饭易噎食

七个要点有效防

之道

识健

人 一 旦 老
了，都会不同程
度地出现消化不
良，有很多老人
甚至出现吞咽困
难的情况，吃饭
进 食 总 是 被 噎
着。可不能小看
这个问题，老人
总噎食其实是很
危险的，有很多
老年人就因为噎
食搭上了性命。
而且，老年人吃
饭总噎着可能会
是身体某些疾病
发出的信号，务
必要引起高度警
惕。

火箭军特色
医学中心胃食管
外科主任医师吴
继敏教授提醒老
年人，在吃饭的
时候如果经常出
现噎食，可能是
食道的病变，建
议尽早去医院做
一下食道内镜检
查，排查一下是
否患有食道炎或
胃食管反流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