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寿昌

我和袁秉文的相离相聚

■午报情缘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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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关系我提前辍学
了， 较早地步入工厂， 在唐山发
电厂当上了一名绘图员 。 1952
年， 我的同学袁秉文滦师毕业后
也分配到唐山发电厂， 他在职工
业余学校工作。 我俩有着共同爱
好———音乐与摄影， 因此我们征
得厂行政、 工会领导的同意， 在
厂里找了几位爱好音乐的工友组
织起了管乐队。

俗话说： “万事开头难啊！”
这些西洋乐器我们都要从头学
起 ， 星 期 天 我 与 袁 秉 文 放 弃
了 休 息 ， 骑车到市里文化宫去
学习管乐， 回来我们再教别的工
友。 回忆起来真是不容易啊！ 风
里来雨里去， 我们克服了重重困
难， 通过大家的努力， 渐渐也能
演奏一些简单进行曲和舞曲了。
那个年代很盛行交谊舞， 电厂也
不例外， 很快我们这支小乐队也
和职工见面了， 开始为本厂周末
舞会伴奏， 后来我们也曾被市文
化宫邀请与市里乐队合作为周末
舞会伴奏。 回忆起来， 这段时间
唐山电厂可以说是音乐活动的
黄金时代吧！

后来， 袁秉文调到了泰安电
力学校， 我们借假期仍可会面。
那年暑假， 我到泰安找他， 我们
决定在月光下爬泰山！ 凌晨我们
爬到了山顶， 过了一个愉快的夜

晚， 下山时我们又拍了些照片。
1976年， 他又调到了山东济

宁发电厂工作， 我们的见面机会
少了， 但我们的电话和信件并没
有间断。

2007年的一天， 他给我来了
一个电话说， 他儿子在黄岛海边
买了一套楼房， 约我去他那里住
些日子 。 正好我退休在家没啥
事， 我们在这海边欢度两周， 可

以说是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 各
种海鲜我们吃了个够， 每天我们
都会到海边散步遛弯， 观风景。

俗话说： “时间不等人啊！”
转眼间我们由青年进入了耄耋之
年 ， 仍然是兄弟般知己的好朋
友， 有时翻翻影集， 往日的生活
情景， 又会呈现在眼前。 回忆起
来， 一生交上这么一位知己也是
一种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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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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见 到 《劳 动 午 报 》
时， 我像遇见久别的朋友， 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她反映的是普通
劳动者的工作、 生活、 学习及先
进人物典型经验等， 还有那些看
着就亲切的老照片。 有些维权方
面的文章， 虽然多数与己无关，
但读后让我增长了许多法律方面
的知识。 从中可以看出贵报是设
身处地的为职工着想， 并让职工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
益 ， 读着这样的文章觉着特给
力。

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并
有幸成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单位
特意为我订了份 《劳动午报 》，
我别提多高兴了， 每天都可以同
这位好朋友见面。 时间久了， 我
也拿起笔将自己工作中的感受及
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多年来参加
体育锻炼的体会等写成稿件， 寄
给 《劳动午报》， 居然也有不少
文章发表了。 看见自己的文章登
报了， 我像获了大奖一样兴奋不

已。 可没过多久， 我就退休了，
在家又看不到 《劳动午报》 了，
报亭 、 邮局又很少能看到有卖
《劳动午报 》 的 。 失去了午报 ，
我像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于是我
到处找， 最终在社区、 图书馆等
地找到了午报的身影 。 又见午
报， 我像老友重逢般内心充满了
欢喜 ， 翻来覆去地看 。 我发现
“情怀” 版刊登的老照片非常有
意思， 那些似曾相识的年代、 童
年的快乐， 将我又带回了那个曾
经走过的年代。 于是， 我也回家
翻箱倒柜找出老照片 ， 写了文
章， 并翻拍照片后寄给午报。 孰
料几天后， 我发的稿件居然都陆
续发表了。

这里首先要感谢编辑， 常给
我打电话 ， 纠正我稿件中的问
题。 在编辑老师的帮助下， 我为
午报投稿的信心更强了。 我愿意
通过午报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读
者朋友分享照片、 文字带来的情
趣。

我与午报的
情缘

当年厂里工友组织的管乐队正在活动。

2007年， 本文作者和袁秉文在黄岛留影。

■家庭相册

母亲以91岁的高龄去世， 走
的时候格外安详， 没有一点痛苦
的表情。

“谢谢你。” 这是母亲对我说
的最后一句话。 那天， 昏睡了几
天的母亲忽然睁开眼睛， 眼里充
满了深情 ， 轻轻对我说了这句
话。 这是母亲的最后遗言。

我的鼻子一酸， 立时热泪盈
眶。 妈妈， 您说什么哪， 您含辛
茹苦养育了我60年， 把我培养成
人， 我却从未想到要对母亲说一
句谢恩的话。 我只是侍候您这么
几天， 只不过喂了您几次饭， 何
劳您说出如此沉重的话， 作儿子
的如何消受的起呢。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弟， 她是
家中的长女。

上世纪30年代， 外公对母亲
要求极严， 上学时让她住在学校
的集体宿舍里过集体生活， 每天
只给她几吊的零花钱。 外公当时
是市里的教育局长， 开始， 她在
学校的教师灶上入伙， 享受小灶
的优待。 可是不久， 外公就不让
她在小灶吃饭了， 让她和普通学
生一起吃大锅饭。

母亲很爱读书， 不幸的是外
公英年早逝， 36岁死于肺结核。
那时候， 这种病就如同现在的癌
症一样， 属于不治之症。 外公去
世后， 母亲曾想继续求学， 但遭

到了族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一个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母
亲曾遗憾地对我说， 如果外公不
死， 她是要继续读大学的， 不会
只读到师范就停止的。

母亲先后生过三胎， 我上面
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 都
幼年夭折了。 母亲把我当成了命
根子， 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的
身上了 。 解放后 ， 全家迁到北
京， 那时候要发展经济， 像母亲
这样的知识分子很是缺少， 一些
小学和中学都曾聘请她去教学，
但都被她以不会讲普通话为由拒
绝了。 家附近新成立了一家国营
衬衫厂也曾让她去工作， 也被她
拒绝了。 最后只去了一家集体所
有制的小厂， 就在家门口， 可以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的生活和学
业。

母亲是想全力培养我而舍去
了优惠条件的工作 。 在她的心
中， 儿子才是她的全部事业。 我
努力学习工作， 没有辜负母亲的
愿望， 成长为一名作家一名高级
知识分子。 （照片为解放初作者
与父母合影）

谢谢你
———母亲的临终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