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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摊贩的
文学梦

■青春岁月

再普通的人 ， 都有梦 。 梦 ，
给人多少遐想、 多少憧憬、 多少
激情、 多少奋进！

我是一个磨豆腐卖豆腐的小
摊贩， 之前， 先在一家乡办厂打
工， 一打就是14年。 在该厂任过
统计员、 调度员、 供应科长、 经
理助理之职。 可好景不长， 厂家
由于销路不畅、 资金不足、 负债
较多等原因， 倒闭了， 我被迫退
职了。 为了生活， 我到省城昆明
打工。 由于我是省作协会员， 有
一定的写作功底， 应聘在昆明一
家报社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在昆
打工， 家庭、 孩子照顾不了， 工
作干得不理想， 加之花费大， 实
在攒不了几个钱。 两年后， 我便
辞职回乡与无业的妻磨起了豆
腐。 现在， 我与妻整日在固定的
日程表上奔忙， 靠磨豆腐卖豆腐
谋生度日， 在商品的夹缝间不断
成长。 劳作之余， 我一直追寻着
我的文学梦。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爬
格子” 已有23年了。 23年来， 我
一直坚持读写， 痴心不改。 一面
坚守自己的爱好 ， 一面养家糊
口。 文学陪伴我这些年， 它虽没
有使我富起来， 没有使我官运亨
通， 但它却让我充满诗意地生活
着。 我用诗、 文来记忆生活的点
滴， 我的生活充满了情趣。 我用
健康、 积极的心态对待文学， 文
学成了我生活的一种方式。

写点小诗小文 ， 自娱自乐 ，
内心充实 ， 灵魂富有 ， 我很满
足。 每当夜幕降临， 房前屋后响
起麻将、 扑克交响曲时， 我独居
陋室， 灯下 ， 或手写 ， 或敲键
盘， 乐趣无穷。 博客、 社区， 开
满了文字之花 ， 结下了收获之
果 。 我的文字 ， 流淌着我的血
液； 我的心路， 沾着文字的清白
与纯净； 我的诗、 文， 浸染了我
血脉的激情与梦想。 写作让我的
生活变得更有生趣， 更加充满激
情。 沉浸在写作这种精神活动的
过程中， 没有郁闷， 没有纠结，
没有生活的不愉快。 自己在写作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净化和升华

了， 得到了精神滋养， 感觉自己
宝贵的人生年华并未在碌碌无为
中虚度。

23年来 ， 我收获不小 。 从
1991年开始至今， 我的诗歌、 散
文、 散文诗、 报告文学、 花灯歌
舞 、 小品 、 歌词等作品 1000多
件， 先后在国际国内100多家报
刊杂志发表， 荣获各级奖项30余
次。 刊登发表的这些作品， 大都
真实地记载并展示了我在每一段
人生旅程上的喜怒哀乐， 反映了
我的思想、 信念及对社会、 生活
的看法和观点。 这是我人生进步
的里程碑， 也是我最为自豪的财
富， 更是我青春不老的追求。

赏诗、 读文、 写作， 是一种
至高的精神境界。 不企求当什么
诗人、 作家， 我心甘情愿就这么
没完没了地折腾着， 在赏诗、 读
文中享受闲暇时光的淡然超脱，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写作中排
遣无聊，排遣寂寞和孤独，滋养心
灵，充实自我，超越自我，享受写
作的无尽乐趣。 我不在乎宝马香
车、鬓香环绕；不在乎高朋满座，
美酒佳肴；不在乎灯红酒绿、豪宅
别墅 ；不在乎身外之物。 我在乎
精神追求；在乎内心的淡泊出尘；
在乎心灵的抚慰和净化； 在乎心
灵的祥和与安宁。 我的生活里如
果没有读与写这一内容， 我会像
没有了翅膀的小鸟一样， 打不起
精神，活跃不起来。

我没有一鸣惊人的作品， 无
缘忝列国家大奖和世界大奖， 我
不过是文学园地里的一棵无名小
草， 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摇曳出自
己的身姿。

生活的风雨， 早已将我许多
的梦幻一个个剥落 。 除了 “读
写” 我没有别的梦了。 我知道，
我是成不了名家的， 靠 “读写”
更不可能暴富， 但我心甘情愿像
苦行僧那样， 一如既往地在自己
又恨又爱的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
跋涉， 以自己一颗纯朴、 善良、
热爱生命的心， 感受着世间的一
切， 体验着一种真正内涵丰富的
人生意趣。

9月14日是老母亲的忌日 ，
老母亲也正是在她老人家94岁之
时， 永远离开了她的儿孙们。

老母亲当了一辈子小学教
师 ， 她爱岗敬业 ， 教孩子们知

识， 更教孩子们做人。 她疼爱子
孙， 教育我们爱祖国爱人民， 多
学知识， 报效国家。 我们兄弟三
人各自学业有成， 家庭幸福； 四
个孙子也均已长大成人， 努力工

作， 孝字当先。 请老人家放心，
您的儿孙没有辜负您的教诲。 祝
福您在天堂幸福快乐。

左图为老母亲与我们兄弟三
人； 右图为老母亲与四个孙子。

老母亲与儿孙

□何杲

■午报情缘

我是本市一名退休职工， 今
年75岁。 记得刚退休那会儿， 忽
然离开工作几十年的单位和同
事， 心里真有点失落和寂寞， 生
活也过得枯燥乏味。 一个偶然的
机会 ， 我看到了一张 《劳动午
报》， 丰富的内容， 朴实的文风，
浓郁的生活气息 ， 接地气的报
道， 立刻就把我吸引住了。 它开
张不大， 通篇说的都是咱北京地
界儿的事儿， 反映的是咱企业、
职工， 包括退休职工的心声， 从
那时起， 我就爱上了这张报纸。

可是 《午报》 多是单位集体
订阅， 市场上极少零售。 为了买
到一份 《午报》， 我常常要跑上
好几个报摊 ， 赶上个刮风下雨
天， 困难外带辛苦， 但我从不言
放弃。 为此， 我还摸出点儿窍门
来， 记下几个报摊主的手机号，

未曾出门先打电话， 谁家有报就
奔谁家， 不跑冤枉道。 如两三家
都没来报就抓住一家预定， 择时
另取。 我对 《午报》 的喜爱和执
着， 让摊主们都为之感动， 有的
甚至主动通知我来报了。

生活就像一个向导， 你虔诚
地追随它， 它就会为你打开一扇
门。 今年， 我学会了在市总工会
网站， 在线阅读 《午报》， 再也
不为买报发愁， 每天一清早打开
电脑就看报， 那个幸福劲儿就别
提了。

如今， 阅读 《午报》 已成为
我每天的必修课。 遇上好文章，
有时看上几遍还舍不得放下， 索
性就把精彩段落抄在本上。 我最
爱看的内容有张光的文章和 “点
评”， 短小精悍的 “官微锐语”，
副刊文娱版的 “娱乐杂谈”， 情

怀版的 “图片故事” 以及 《劳动
者周末》 的彩照。 记者中白莹和
白霖， 刘欣欣和杨琳琳， 阎义和
高铭等人的一些报道我也很关
注。 《午报》 已融入我的生活，
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您若问我干嘛这么喜爱 《午
报》， 我会摆出一串儿理由： 它
是一张普通劳动者的报纸， 每个
职工的声音和观念都可以在这个
平台上体现出来。 比如关注、 维
权、 追踪、 特写这些互动性版面
和栏目， 平易近人的群众语言，
就如同和你拉家常、 唠嗑儿一样
在聊天 ， 一点不觉得它居高临
下。 它又是一张与我们贴心的报
纸。 像情怀这个版面， 无论是家
庭相册老照片， 还是企业里的感
人故事， 工友的往事回忆， 就如
同是你自己的经历或你身边发生
的事情一样， 亲切感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午
报》 就是我们北京职工的一方水
土 ， 每天给我们带来雨露和营
养。 “十一” 长假前， 它端出了
88项旅游大餐， 盘点了吃喝玩乐
秘籍， 列举了33种生活必需品的
价格走势……您说， 哪样不是亲
们的迫切需求？

《午报 》 充实了我的生活 。
我从阅读开始， 渐渐地爱上了写
作， 两三年中， 就有 《工会让我
当婚礼主持人》、 《当年我们的
职代会很简朴》 等十多篇作品见
诸报端。 每发表一篇， 都会给我
带来莫大的快乐和喜悦。

《午报》， 我爱你！ 你让我的
退休生活更精彩！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 每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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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报》让我的退休生活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