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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常挂嘴边的“ ”
他终于在宁波找到了

“找到了！妈妈的名字在这
里！”4月 1日，从北京千里赶来
宁波寻找母亲生前足迹的朱宏
光，终于在母亲曾经就读的甬
江女校旧址，找到了妈妈的名
字。激动的他，不禁潸然泪下。

朱宏光今年 63岁，父母都
是宁波人。今年春节后，94岁
的母亲张文瑾去世。十分思念
母亲的朱宏光决定：在清明前
夕回到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宁
波，寻找母亲的足迹，进行一场
跨时空的“相会”。

4月1日，朱宏光来到海曙区和义
路106号宁波教育博物馆。这里是甬
江女中的旧址，也是他母亲张文瑾曾
经就读的学校。

“甬江女中是中国第一所女子中
学，首任中国人校长是沈贻芗……”
来之前，朱宏光做了很多功课。

此前两天，他一直在寻找母亲的出
生地冷静街马弄和居住地大泥沙街46
号。但因为时间久远，一直没有找到。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宁波教育博物馆，他遇到了专

门负责藏品的馆员张静。一场惊喜
之旅突然降临。

得知朱宏光的情况后，熟悉藏品
情况的张静立即想到了《宁波六中一
百五十年校庆纪念册》。甬江女中是
宁波六中的前身，里面收录的毕业生
名录，很可能就有朱宏光母亲名字。

果然，在1953年毕业生名单中，
朱宏光找到了母亲张文瑾的名字。

这是几天来，他第一次找到了母
亲在宁波的切实印记。思念之情难
以自抑的他，突然哭了起来。“谢谢你
们保留了这本31年前的档案，这对我
来说非常珍贵。”

“这本31年前的档案,
这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在等待甬江女中展厅定
时播放历史影片期间，朱宏光
在博物馆走廊里，讲述了母亲
的故事。

“母亲张文瑾，出生在冷
静街。父亲朱雪帆，出生在三
角地。爷爷好像叫朱燕琴，是
宁波很有名的一个制匾工
匠。据说当年还为胡庆余堂
做过匾额。”

父母的相识，是在 1948
年的青年补习班。1950 年，
张文瑾进入甬江女中。“原来
母亲是想学医的，当时的校
长鼓励他响应国家号召去读

政法。”朱宏光说，母亲就考
入了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后
她留在了上海，任教于上海
交通大学。后来，学校西迁
陕西西安，也就到了西安交
通大学，父母就此定居陕西，
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因为这
个原因，我对教师和学校，有
特别的感情。”

回忆中，朱宏光提到母
亲，又两次落泪哽咽。“家里常
说的‘到嗦泥嘎’，原来是大沙
泥街。”开明街、大沙泥街、三
角地……小时候这些遥远的
名字，总是从父母口中说出。

“家里常说的‘到嗦泥嘎’，原来
是大沙泥街”

“我想在母亲曾经出现的时空
里，与她相遇”

得知朱宏光和宁波教育
博物馆的这份特殊缘分，馆长
黄兴力专门送给他一份纪念
邮票册，里面有他妈妈读书的
学校甬江女中纪念邮票。

在宁波教育博物馆，朱宏
光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确定
了父亲当年学校的名字。

“父亲以前说他读的是益
三中学，宁波还有个三一中
学，我以为是他弄混了。”没想
到，朱宏光在这里找到了益三
中学的校徽。“爸爸当年没有
记错。”

这两天，朱宏光一直在三
江口一带转悠。在那些熟悉的
地名里，一刷、二刷、三刷……

很多他遇到的宁波人，甚
至是他的家人，都推荐他去天
一阁、溪口转转，他都谢绝了。

“清明节前，我就想在母
亲曾经出现的时空里，与她相
遇。”

离开博物馆前，朱宏光又
收到张静送来的一个惊喜：张
静家原来就住在冷静街附近，
她打电话询问母亲。母亲告
诉张静：“我想起来了，马弄就
是在屠呦呦住宅往后走到华
数传媒集团这条街。”

愿朱宏光离开宁波前，能
找到想看的地方。

记者 张志龙
通讯员 张静

“烈士是为我们过上好日子而牺牲
的！”4月1日上午，海曙区章水镇中心小
学101班的彭艺昕和8名同学参加了一
场别具一格的入队仪式。在老师的带领
下，他们来到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
陵园，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前，
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庄严宣誓，正式加
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时逢清明，自发前来陵园祭扫英烈
的单位、个人络绎不绝，大家共同见证了
这十分有意义的一刻。

仪式结束后，在陵园一角的无名革
命烈士公墓前，“全国最美拥军人物”孙
嘉怿早已等候多时。她要给这些新入队
的少先队员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入队
第一课”——为革命烈士公墓墓碑描红。

安葬在这里的烈士，虽然没有留下
姓名，但人们对他们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丝毫未减。为墓碑描红，不仅是为了让
烈士的英名更加醒目，更是对烈士们表
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在孙嘉怿的带领下，9名少先队员
小心翼翼地拿起毛笔，尝试为烈士墓碑
描红，落下的每一笔都是慎重而细致。

这些孩子都是“15后”。战争与苦难
对他们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概念，但在
学校和社会的共同教育下，他们没有忘记
那些为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
烈。对于英烈，他们有着自己朴实的理
解：“是为我们过上好日子而牺牲的！”

描红的过程虽然只有寥寥数笔，但
给孩子们带来的体验和感受，足以深深
烙印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正如孙嘉怿
所说，传承红色血脉的最好方式，就是让
孩子们亲身参与，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
红色的种子。这颗种子，终有一天会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任宁 韩欣辰

英雄无名，但孩子们知道
“他们是为我们过上好
日子而牺牲的”

到嗦泥嘎

孙嘉怿跟孩子们一起给烈士墓碑描红。朱宏光找到母亲名字后朱宏光找到母亲名字后，，激动落泪激动落泪。。

宁波教育博物馆馆长向朱宏光(左)赠送纪念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