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十年，正是朴实
的上世纪50年代。那时家家都有针线笸
箩，都有碎布头儿。家庭主妇缝衣做鞋是
生活的必备技能。每逢晴天时，好多人家
门外都会立有一块板，主妇们用面打成糨
糊，把一块块布粘在板子上，别管新布旧布
都被剪成方形或长方形的，如果用我们现
在的眼光看，那简直就是抽象画或装饰
画。主妇们不会有绘画大师的创作与评判
标准，但她们确实勤劳，灵巧中透露出非凡
的智慧。当然，实用功能更重要，这些碎布
粘成的“夹子”是用来做鞋的，几层布贴好
的“夹子”直接可剪做鞋面，再粘上一块黑
布或花布就成了。鞋底需要用几层夹子，
剪成形后再用斜裁的白布条将其粘在一
起，接下来就是用粗线一针一针纳底子
了。我庆幸自己一直参与其中。直至我侄
女1968年出生，我还和妈妈一起给她做棉
鞋，想起来，那一针一线让人难以忘怀。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的衣服都是妈妈用
缝纫机做的，妈妈和外祖母还要给哥哥们
补袜子，那些不同尺寸的袜楦是属于那个

年代的记忆了。包括缝衣、绣花、织毛衣、
编饰品和钩茶垫在内的女红，都深深浸入
我的血脉中，与此同时塑造我的，就是勤俭
节约的传统美德。直至上世纪80年代，我
儿子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自己做的衣
服还是比买的更有意味，尽管工艺规制水
平不及机械化。可是那份沉静，那份细腻，
正是女红文化的独特之处。

那时候生态服饰也不用刻意去寻找，
面料除了葛、麻、纯棉，就是丝绸。那时人
们穿衣不太袒露，还秉承着中国人着装蔽
体的理念。夏天没有空调，我家有电扇，
扇风时也开着窗。到了晚上，人们就纷纷
走出家门，去公园或索性在门口坐在板凳
上，大蒲扇一摇，享受那份惬意与轻松。
外祖母给我们讲故事，对着满天的繁星，
有数不尽的神话与传说。我总对着牛郎
星、织女星和天河产生遐想。那是静谧的
夜晚，穿着肥大的衣服也不觉热，为什
么？我后来研究服装时反复体会，真正的
棉麻还是散热不沾身的。一切都很慢，因
而也就少了许多烦躁。加之没有温室效
应，冷倒很冷，热却不是很热。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军便服
是大家向往也是日常穿着的服装，整齐划
一，艰苦朴素。热情洋溢是那些年的服装形
象样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最显眼的就是人们
的着装变了。喇叭裤和太阳镜是最先涌入
神州大地的。自那时起，时尚的人活跃起
来，从有限的信息讯道上捕捉到发达国家的
时装潮流，想方设法也要跟一跟，隐约看到T
台上模特连衣裙下俨然一双黑高靿靴，赶紧
跑回家找出来冬天里穿的黑皮棉靴，一下子
就时髦起来了。全不顾热不热，等到得知模
特穿的高靿靴是完全透孔的黑纱面时，这种
样式已经远去了。当年，街上流行红裙子、
黄裙子、黑裙子，人们的从众心理发挥到极
致，谁要不穿，那才叫老土。上世纪80年代
就这样热热闹闹过去了。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追赶时髦的
脚步越来越快。似乎全中国的人都在关注

时尚，一会儿流行“超短裙”，一会儿流行
“反常观”，追赶潮流的极致就是与国际接
轨，只要国际T台上有什么样儿的时装，咱
也穿上一件儿。只不过，时尚已有些令人
猝不及防，刚刚“露脐”，转而又“缩手”，牛仔
装已经变了又变。脏、怪、“酷”“寇”，膝盖部
位掏一个洞，帽檐儿裤脚儿都不收边儿。
白领的服装更是紧跟国际范儿，男装猛捂，
女装猛露。有些人知道“朋克”，大多数人
也不知道，但是“公鸡头”“骷髅装”把一部
分中国人的着装观念颠覆了。什么叫做
对？跟上国际最新潮流就是对。

世纪之交时，国际T台上忽然传来东
方风，东方的碎花裙、汉字饰成了流行时
尚。这个时候的我们还没太注意到东方有
何特色，中国不就是旗袍吗？那种服装好
像外国人不怎么穿得来，尤其是紧贴身体
的服装廓形和欧罗巴人的高鼻子说什么也
不对劲儿。21世纪的最初几年，网络、信息
所体现的高科技浪潮席卷而来，人们未曾
料到的大发展瞬间袭来。中国人对时尚已
司空见惯，不会再抓住一种时装品头论足，

也不会一窝蜂似的去学。个性化使中国人
的视野开阔了。潮水般的时装也使社会宽
容度加大了。总而言之，在服装时尚面前，
中国人显得成熟了。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全世界时尚界
呈现一种趋势：大师的风头不再，再别想百
年前的现代时装之父查尔斯·沃思，也不用
再追随皮尔·卡丹和伊夫·圣洛朗。很难想
象哪一位服装设计大师的最新设计样式能
够引起全世界着装者的关注，更不会产生
一种流行色使人们趋之若鹜的现象。流行
还有吗？当然有。但是“无上装”“无下装”
只会在小众中引起追求和模仿，大众早就
被时装界搞得眼花缭乱、司空见惯了。纵
观21世纪这二十几年，始终引起大家兴趣
的是对原生态的渴望。一种源于游牧民族
的“波西米亚装”几度流行，经久不衰。人
们常挂嘴边的全棉、纯棉一直被追捧。只
不过，新世纪的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不仅仅
限于舒适、健康，而是关心是否可降解。每
一个环节，每一件发明，都首先要考虑到碳
达峰碳中和。那么，还有没有流行呢？有
的。悄悄地，年轻男士的T恤领口在显小，
人们隐隐觉得若还像原来那么大领口，就
太像老头衫了。

回溯新中国75年服饰路，近几年大为
流行的汉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满眼
都是汉服，别管男女老少，节日穿，成年礼
穿，毕业典礼也穿。这说明什么？新中国
由站起来到富起来，而今强大起来，年轻人
认为新中国让我们骄傲，伟大的中华民族
令华夏儿女感到自豪。在今年巴黎奥运会
上，中国运动员们的表现传递出很明显的
一点，那就是自信、大方，平视世界。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国人可以
自信、自豪地发现各国服装本无高低，我
们正在力求走一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康庄大道。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之路虽
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但我们现在已不是过
去的我们，炎黄子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自信，我们的服饰文化也将为创造一个和
平繁荣的新世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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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这天，我和先生正在新疆旅行，车子在伊犁河
谷自由驰骋。当我翻看朋友圈友人们发的纪念图片，还有
我自己写的一系列文字时，天山腹地的绝美秋色迎面扑
来。一树树的金黄翠绿，一片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一群群转
场的牛羊，牧人们或骑着骏马或驾驶着摩托车，挥舞着手中
的短鞭，扬起的尘土中不时传来几声高亢的吆喝……一阵
阵的心旷神怡冲淡了心中的悲痛郁结。

车载音响中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祖先的历史像黄河万古
奔流/载着多少辛酸/多少愤怒/多少苦难……中华的风骨像泰
山千秋耸立/铭刻多少功绩/多少荣耀/多少尊严……中华的希
望像太阳一定会升起/我们不负祖先/继往开来/走向明天……

驾车的先生说，中秋过了，马上就是国庆节了，咱们该返程
了。我不禁回想起一路的所见、所思，不由得感慨万端。

无定河边流水汤汤，贺兰山下沙漠茫茫，三门峡水利枢纽
工程，榆林的毛主席杨家沟旧居，牛圈湖边的油田，昌吉平顶山
的万亩旱地，乌鲁木齐大巴扎的载歌载舞……我感受着时光与
历史交错的足迹，体验着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我的祖国经历
了多少苦难，才从积贫积弱的年代一步步走过来，逐渐强盛，成
长为东方巨人。

策克口岸、塔克什肯口岸、吉木乃口岸、巴克图口岸……我
们沿着边境走走停停，看国旗、看界碑，看守边战士们的雄姿，
与庄重威严的国门合影。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在塔城的小白杨哨所，

十几位中年男子在哨所前列队唱起了《小白杨》。他们不论高
矮胖瘦，都身姿挺拔，声音洪亮。他们都曾是这里的守边军人，
歌声中的自豪和眷念让人感佩。

西北之北纪念碑所在地——兵团第十师185团1连，是全
国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连队，被誉为西北边境第一连。在这
里，我不仅遇到了山东来的、甘肃来的，面容黝黑的老军垦人，
也邂逅了我的读者——刚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马春晶，她
可爱、活泼，欢天喜地地同我合影留念。她将用她的青春来承
继老一辈军垦人的奋斗传统。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尔果斯口岸，我们兴之所至，
乘坐国际班车，走出国门，来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
在以前很难想象。一对不懂外语的花甲老人，就这样来到
一个陌生的国度。给予我们勇气的是身后强大的祖国。从
海关到酒店，到各个景点，如果有了困难，总有人提供帮
助。从28勇士纪念公园出来，一位老人拉住先生，问：china？
先生答：china。他用双手抚颊：china，哈萨克斯坦，好兄弟！
然后和先生握手致意。后来了解到，在哈萨克斯坦的礼俗中，
双手抚摸脸颊的举动通常用于表达敬意或友好。老人是在
对强大而友好的
中国表达敬意啊！

我曾经灾难
深重的祖国，多少
先烈壮烈的牺牲，
多少英模无私的
奉献才换来今天
的繁荣昌盛，让她
的人民巍然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致敬先辈们！
致敬我亲爱的祖国！

在上海，鲁迅有过一次和家人一同吃
蛇的经历，颇值得一说。《鲁迅日记》1931
年11月21日云：“晨寄中国书店及蟫隐庐
信，并各附邮票二分。收朱宅从越中寄赠
海婴之糕干及椒盐饼共一合（盒）。午后
雨。下午邀蕴如及三弟并同广平往新光戏
院观电影《禽兽世界》，观毕至特色酒家晚
饭，食三蛇羹。”

这天的日记所记内容比较丰富，中国
书店和蟫隐庐都是经营旧书的书店，鲁迅经常在这两家书店买
书。早在1915年7月27日，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就收到周作
人自绍兴寄出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都是书。鲁迅当天的日
记说：“计《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册，《读碑小笺》一册，《唐风楼金
石文字跋尾》一册，《风雨楼藏石》拓本六枚，又《蟫隐庐书目》一
本。”这“蟫隐庐”就是一家旧书店，周作人所寄，也有让大哥选
书的意思。日记所说的“附邮票二分”，应该是在这两家书店各
挑选了书。“朱宅”即鲁迅夫人朱安的老家。朱安的弟弟叫朱可
铭。鲁迅一直和朱可铭及他的儿子朱吉人有书信往来。“糕干
及椒盐饼”是绍兴的特色糕点，周作人在《绍兴的糕干》中说：
“友人送我的一包香糕是属于干的，可是他（它）于糕团有一脉
相通之处，即是都用米粉所制，而不是用麦粉的。这在绍兴统
称‘糕干’，明说是干的糕类。据范寅的《越谚》卷二‘饮食门’
内，这一项下注云：‘米粉作方条，焙熟成干，极松脆，为越城名
物。与绍酒通市京都，故招牌书进京香糕。昔多黄色，今多白
色，其粉更细而佳。’”关于糕干，周作人还抄录了绍兴有名的糕
点店“孟大茂”的产品说明书，对糕干可作更详细的了解：“绍兴
乡村农家，每于农历年底自舂年糕，备来年农忙时期作田间点

心之用，然总觉食时有加糖蒸煮之麻烦，后渐有以粉及糖火
炙烘焙者，盖利用糖受炙后黏性作用而成香糕之雏形也，简
便不繁，乃为广播。香糕俗称糕干，实取义于上述情形，其后
陆续改进，色、香、味遂臻上乘。”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27
日，鲁迅收到越中寄来的糕干时，海婴已满两周岁，正是吃糕
干的年龄——也是周作人这篇文章所说：“绍兴的香糕，特别
是黄色的一种，大人嚼了哺给小儿，往往可以代乳。”这就理
解鲁迅强调糕干是寄给海婴之缘故了。“蕴如”即王蕴如，周
建人之妻。“三蛇羹”是一道具有广州风味的羹汤。三蛇，一
般指眼镜蛇、金环蛇和过榕树蛇，前两种蛇都是毒蛇。

吃蛇是两广一带的传统，尤其在广东，成为饭店的日常菜，秋
冬季节更是受到食客们的欢迎。三蛇羹就是其中的一种吃法，其
烹饪方法并不复杂，将上述三种蛇去皮，切段，加入生姜、胡椒、陈
皮、葱段、料酒等调料，和猪骨头、老母鸡同煲。蛇段煮烂后，拆去
蛇骨，撕下蛇肉，再煲数小时就可以食用了，据说此羹味道极鲜美，
有山野的甜爽和野味的清香。此时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已经4年多
了，大大小小的馆子吃过不少，大约还没有吃过蛇。或者考虑到许
广平是广州人，加上所看的电影《禽兽世界》，让他产生了联想，便
带着许广平和弟弟、弟媳去特色酒家吃了一次。

关于吃蛇，鲁迅和许广平是早就讨论过的。1926年下半年，
鲁迅还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时候，和已经到了广州的许广平书信
不断，信中除了谈各自的工作、读书和写作，也会谈人论事和家
长里短，其中就说到过广东的吃食，吃蛇便是他们的话题之一。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日记中多次记有和许广平及其朋友一起
吃饭和喝茶的经历，大概是没吃到与蛇有关的宴席，否则会记上一
笔的。到了8月19日，鲁迅准备离开中山大学去上海，下午和几个
朋友去照相，当天日记曰：“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图明馆
照相，又自照一张象（相），出至山茶店饮茗。”这里的春才即何春
才，他在回忆文章《回忆鲁迅在广州一些事迹和谈话》（载《鲁迅研
究资料》第三辑）中，提到这天喝茶时，他和鲁迅一起在街上看到笼

子里的蛇，鲁迅有这样的议论：“人真是可怕的，
不管怎样毒的蛇都能够把它捉到，囚在铁笼里，
供人治病和满足口腹之欲，听说龙虎斗和龙凤
虎是广州宴会时最体面的菜，曾经有人请我吃，
我没有去。”那么，就是说，鲁迅在广州的几个月
里没有吃过蛇。鲁迅这里所说的“龙虎斗”和
“龙凤虎”中的龙即蛇，虎即猫，凤即鸡。鲁迅不
但拒绝了朋友的请吃，从议论的口气中也可看
出他还很反感吃“龙虎斗”或“龙凤虎”。

鲁迅早期不吃粤菜中的“龙虎斗”和“龙凤虎”，大约和他
的心理有关吧？鲁迅出生于1891年农历八月初三，属蛇。吃
自己的属相，总是不忍下口的。不少人也有这样的心理障碍，
如属兔的不吃兔肉，属猪的不吃猪肉，属牛的不吃牛肉，属羊
的不吃羊肉，等等。至于猫，鲁迅也是不喜欢的，周作人在《补
树书屋旧事》第七节里写过鲁迅打猫的事：“那么旧的屋里该
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是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
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旧日记，里面便有三四
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日记》里有无记
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抵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
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他（它）们打
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儿又回来了。”鲁迅在短篇
小说《兔和猫》里也写了一只小黑猫，说到小黑猫害了小兔、以
前又和猫为敌的事，倒不像是虚构：“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
打猫，尤其是在他（它）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
并非因为他（它）们配合，是因为他（它）们嚷，嚷到使我睡不
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但事情也不是一
成不变。到了1931年 11月，随着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
生活安逸、和谐，加上“三蛇羹”也都是蛇，而没有猫，兴致一
来，请家人吃一次许广平爱吃的蛇羹，也就水到渠成了。

1949年对天津人来说，是最值得大写特写的年
份。这年年初，天津获得了解放，从枪响起到结束，仅仅
用了29个小时，这是解放战争中最特殊的一次战役，也
是非常有名的战役。几个月过去，也就是军民正在整顿
和休养生息的时候，迎来了第一个国庆日，天津又全力
以赴，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国庆活动是从10月1日早晨就开始的。第一个活
动是市委书记讲话、市长主持的天津各界代表参加的庆
祝大会，参会人员都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我当时是军
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的成员，也是一名刚刚从地下战线转
上来的新兵，所以这个大会我没有参加。我参加的活动
是从午后开始的，有一个全民庆祝活动，在河东一块光
秃秃的场地上举行，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的第二工人文
化宫，不过当时这里只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当时海
河就像一把刀子似的把河东与河西切成两半，只有通过
连接河北区与和平区的万国桥，才能从河西转到河东。
万国桥是现今解放桥的旧称，旧时也被称为法国桥，
1949年天津解放后更名为解放桥。在当时桥太远了，
我们都是坐摆渡从河西来到河东的。

庆祝活动的第一个节目是小朋友们表演的体操式
舞蹈，舞蹈动作很整齐，就是穿戴不整，穿什么的都有，五
颜六色，这也难怪，天津刚刚解放才几个月呀！体操式的
舞蹈结束后，上台的是一些大朋友，他们穿戴齐整，原来
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这是当初天津的一张王牌，大合
唱领唱的是天津有名的几位教授，有男教授也有女教授，
他们唱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天津被称为音乐之乡，后来中
央音乐学院搬到北京去了，天津只留下了天津音乐学
院。大合唱队伍走下来后，上来了一个说快板的人，表演
的是数来宝。数来宝讲究的是现抓现编，这是一位棉纺
二厂的工人，他的快板打得挺娴熟的，最要紧的是他的数
来宝抓住现场的关注度而大受欢迎，这也是天津作为曲
艺之乡的一个特殊节目。他下去之后，上来一个唱大鼓
的表演者，唱的是京东大鼓，演唱风格很是独特，而且他
的大鼓词是业余创作的，唱得有滋有味。再上来的是一
位唱时调的业余演出者，嗓子很好，唱得也很好听。接下
来的是一个特殊节目，四个人抬着一把钢浇铁铸的关公
刀上来了，好家伙，看着这刀就不由得想这得有多沉啊，
然后一个看上去不像是大力士的人走上来，只见他用双
手将这把关公大刀扶了起来，人群中轰的一声喊“好”！
随即喊成一片，“气功！气功！他有气功！”确实这人是有

气功的，他扶住那把大刀摆了一个关公扶刀的姿势，一共
摆了三个姿势就扶不住刀了，他把大刀放下来，在观众的
掌声中下去了。再上来的是跳芭蕾舞的，哎呀！芭蕾舞
怎么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啊？一群人跳《天鹅湖》，跳得
还真是有模有样，台下的观众又喊成一片，“脚尖舞，脚尖
舞，脚尖舞”。20世纪初芭蕾舞传入中国后，在哈尔滨、天
津和上海较早出现，而天津是当时除哈尔滨之外俄罗斯
人聚集最多的地方。这些俄罗斯人基本上都聚居在小白
楼一带，什么人才都有，所以当时只要你给报酬，他（她）
就教俄语；只要你给报酬，他（她）就可以教芭蕾舞。话说
回来，芭蕾舞这个节目的演出效果还是不错的。再上来
的是一拨儿摔跤的人，一拨儿两个人摔来摔去，摔倒了一
个就下去，然后又上来两个，这个表演轰动全场。摔跤节
目之后，紧接着就是敲镲的乐队上台来，每个人都拿着一
对铜镲敲来敲去，敲得振奋人心、喜气洋洋，台下观众随
着节拍不停鼓掌。最后一个节目是武术表演，天津人讲
究拳术，于是上来就打拳，打拳的拳术各有门道，其中有
一种拳术是霍元甲的迷踪拳。这迷踪拳是什么，就是全
无定式，看着光是走来走去，实际上是打游击拳，打来打
去，把对手打得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然后一拳打过去

把对手打倒。霍元甲的迷踪拳在天津已经失传了，这是天
津的乡亲们根据口传心授捡拾起来的。

庆祝会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结束，这场国庆群众文
化活动非常精彩，是天津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大聚会。散
会了，我就搭乘摆渡过河回来。

当时有一条从河西直到劝业场的公交线，这条公
交线是天津最有名的公交线，车也漂亮，有十来辆。可
是我们在车站等车，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后来还是路
过的人说，你们别等了，这条公交线临时撤了，所有的公
交车都调到北京去了。我们只好步行到劝业场后面，那
里有一家仅一间门脸的小饭摊，只卖一种饭菜，就是一
碗炖牛肉和一碗米饭，外带不要钱的高汤，我们经常去
吃。到了那儿就喊先给来一碗高汤，高汤喝下去，一碗
炖牛肉也吃下去，米饭也就吃光了，跑堂的是熟人，跑过
来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这条公交线被临时调到北京
去了；你们知道吗，天津的餐饮业有名，号称“八大成”
“八大楼”，“八大成”的第一成是聚合成，“八大楼”的第
一楼是太白楼，现在太白楼也调到北京去了，从经理到
跑堂的到整个厨师队伍一个不剩全走了，哎呀，哎呀，这
是天津国庆最气派的事，支援北京、服务北京。

我们吃完饭就赶回机关去了。在机关坐守的是一
位女同志，她瞧见我们后又喊又叫，说，你们“野鸭子”放
飞还知道回来呀！我给你们准备了白菜炖肉和米饭，这
是国庆节改善伙食，你们却不回来吃，“野鸭子”在外面胡
吃海塞，这让我怎么办？这菜我是扔了吗？这饭我是倒
了吗？当时机关里没有电冰箱，就连电冰箱的词也没听
说过，确实这菜不能扔，但隔夜了没人吃，该怎么办？我
们就说，你把这白菜炖肉和米饭在灶房里热热，只要热
了，我们就能吃个精光，就给你打扫干净了。那女同志叫
了起来，哎呀，你们在外面吃了饭又回家吃饭，一天里要
吃两顿晚饭吗？我们也又叫又喊回敬道，今天是国庆，我
们吃两顿晚饭有什么不好？不就是一碗白菜炖肉和一碗
米饭吗？国庆节吃两顿晚饭这不为过。结果饭菜热得
了，我们就一扫而光，然后把锅碗都给洗了。刚才还又喊
又叫的女同志不喊不叫了，说，你们真行，国庆吃两顿饭，
那你们说说，你们参加庆祝活动都有什么好节目？我们
说有四大收获，第一个收获就是天津和北京是密不可分
的两个城市，天津和北京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
京人多国庆节热闹，公共汽车供不应求了，所以天津就把
最好的公交车撤下来，全调到北京去了，气派，特气派！
天津的餐饮业在华北属第一，现在太白楼也调到北京去
了，从经理到跑堂的到厨师一个不剩全都去了北京，气派
吧？第二个收获，天津庆祝会是独具特色的群众活动；第
三个收获就是天津这个城市非常气派，能够顾全大局，支
援北京不讲价钱；第四个收获，天津的群众文艺确实是有
人才，这些人才在这次庆祝活动中有了大的表现。

庆祝活动过去了，那些赴京支援的公交车队又回来
了，据说每个司机都多了一个小红包，北京也是够气派
的；太白楼没有回来，从此融入北京的餐饮业里了。

75年过去了，那第一次欢度国庆节的情景至今依然
历历在目，成为我平生最难忘的珍贵记忆。

题图：103岁作家周骥良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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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天津卫视

城中之城
（21、22）
■审计组开会，

苗彻和陶无忌直言问
题，被审行领导怒砸
茶杯，苗彻知道他俩
这是彻底得罪了人。
被审行向总行投诉陶
无忌，陶无忌面临处
分。赵辉得知赵蕊出
门时被陌生人浇了一
身水，猜测是谢致远
指使。

文艺频道

当婆婆遇上妈之
欢喜冤家（15、16）

■玲玲的一番话
让一凡背着双燕给玲
玲买房的事败露，双
燕负气回娘家。丽娟
突然来到双龙出租
屋，双龙安排晓静躲
了起来。丽娟在双龙
面前大骂秋萍，晓静
听了极度不爽，带着
行李离开……

影视频道

刀客家族的女人
（19—22）
■上官开基告知

刘团长共产党的秘密
聚集地，刘团长准备
清剿共产党。刘团长
带队包围了西拐沟，
对葛正伦率领的黄
河支队发动猛烈袭
击。黄河支队陷入被
动，白亮节带领一支
队冲锋陷阵，掩护葛
正伦带领的二、三支
队撤离。

都市频道

健康直播间

■刚刚结束的天
津市第九个“中华慈
善日”和“慈善月”主
题活动，把慈善助老
作为其重要工作内
容。今年的主题活动
启动和推进的相关情
况是怎样的？具体都
包括哪些助老主题活
动呢？“慈善光明行”
项目的开展情况是怎
样的呢？本期节目特
别邀请天津市民政局
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
房新枝，天津市慈
善协会项目部副部
长、社会工作师于喆
和天津市福老基金会
理事长时宝光聊聊
“崇德向善 爱心助
老”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