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书娟 文/图

■青春岁月 打开相册， 看到很多昔日照
片， 其中有不少张是我和学姐金
毓川的合影。 这张相片就是我们
在天安门广场游玩时的合影。

我和学姐相识在1961年 ，也
就是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那
年。那一年，我们学校女五中也举
办了乒乓球比赛， 上高二的她是
裁判员，我是一个乒乓球爱好者，
在旁边观看比赛。 因为当时的条
件， 只能是在室外的水泥案子上
比赛，也没有挡板。乒乓球掉在地
上会滚出老远，我看不下去了，就
在运动员的后面帮助捡球， 她就
因为这件事认识了我， 而且有了
很好的印象。 因为捡球时腰一弯
一弯的好像在摸鱼， 因此她就给
我起了个外号叫“摸鱼的”。

初中毕业后， 我考上了北京
第三师范学校， 我们一直保持书
信来往。 她后来考上了北京师范
专科学校， 我们毕业后都从事教
师工作， 不过我是小学教师， 她
是中学教师。

她因为年龄比我大， 学历比
我高， 很多问题比我想得周到。
我把她当成我的姐姐， 经常向她
请教工作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她一一给我解答， 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 我们各自结婚成家后， 也
一直有往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
初， 我们先后搬家， 调动工作，
就渐渐失去了联系， 但是我还是
非常非常想念这个学姐。

亲爱的学姐 ， 我非常想念
你， 见到此文能和我联系吗？

学姐金毓川

□张建树 文/图

眼前的这张傣族服装照片 ，
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西双版纳的景
洪市曼听公园拍摄的。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十分向
往美丽的西双版纳， 一直梦想着
有朝一日踏上竹楼， 穿梭茫茫原
始森林， 观看大象， 和这里的傣
族同胞相聚过一回泼水节。

1993年4月初 ， 我和妻子带
着刚满5岁的儿子， 踏上了这片
充满迷人气息的地方， 西双版纳
太美了！ 在一位当地朋友的引导
下， 我们第一站到了勐海县的勐
宋 傣 族 乡 ， 在 一 位 名 叫 岩 角
（音） 的傣族人家里做客， 在竹
楼里和他们一同共进傣族午餐，
坐在低矮的小藤条编制的凳子
上 ， 吃着傣族风味的糌粑和腊
肉， 如梦如幻， 美美享受着异域
风情带来的乐趣。 第二天， 我们

进入了一个叫小勐龙的原始大森
林， 正巧这天雨雾朦胧， 只见山
峦叠嶂， 水流湍急， 茫茫森林遮
天蔽日， 空旷的老林， 偶尔期间
传来阵阵刺耳的声音， 朋友低声
说 ， 这是象群的声音 ， 朋友还
说， 这里边还经常有其他野兽出
没， 我们听后顿时毛骨悚然， 额
头阵阵发凉 ， 这些感受足足够
了， 我们赶快打道回府到景洪。

又过了几天， 就是傣族人的
泼水节日， 这天街上人山人海，
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五大洲的
人都有， 黑皮肤、 白皮肤、 棕皮
肤 ， 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
界 。 在这里 ， 不管你认识不认
识， 还是你喜欢不喜欢， 也不管
他是来自哪个地方， 你都可以尽
情尽兴的把水泼到别人的身上，
你泼的越多， 别人越高兴， 大可
不必忧虑重重， 因为在这里， 水
就是祝福， 就是对尊敬的人最好
的礼仪。 我把一盆盆清水泼到一
个个傣族姑娘身上， 她们用双手
护住脸 ， 还有的撩起裙子挡着
脸， 嘻嘻哈哈， 她们也会乘机向
我包抄劈头泼来， 我被泼成 “落
汤鸡 ”， 十分狼狈 ， 缴枪投降 。
她们笑得更甜了， 表情更友善，
我能读懂她们的美丽和善良， 却
根本听不懂她们十分好听的傣族
语言。

在曼听公园周总理塑像前 ，
一位傣族照相师笑着提议我们，
照一张合影留念 ， 我们欣然答
应。

22年过去了， 我们家这张傣
装全家福还在家里挂着。

傣装全家福

■家庭相册

■工会岁月

■图片故事

□郝欣 文/图

在我的众多好友中， 有不少
当过兵的人， 王桂齐就是其中一
位。 他18岁步入军营分到了炮兵
部队，43岁从中校副团职，转业到
了政府机关。 在20多年的军旅生
涯中， 他当过连队指导员学会了
带兵，所在连队成为“钢八连”；做
过师保卫科长熟悉了安保与侦
破，查实过不少大小案情；还上过
老山前线，保卫南疆荣立了战功。

我们在工作接触中相识，于
生活交往中熟悉。 与他合作共过
事的人， 会感到他谦和友善很豁
达，有事找到他总是热心相助。一
次，单位部门间调换办公室，几组
铁皮柜又高又重，还有书籍资料、
电脑桌……我们科室4个同志，我
这个男士年过半百， 其他三人都
是娘子军。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
他求援， 他立马派了几个强壮的
保安前来帮忙。

还有一次， 我们部里的小祁
想在食堂门口设个服务台， 她姐

姐和银行的同事们， 为机关人员
提供上门办理信用卡业务。 我和
王桂齐说明了情况， 他十分干脆
地表示可以： “上门办卡方便大
家是好事， 我让食堂的管理员积
极配合 ， 把好事办好 。” 果然 ，
办卡的当天， 他安排人员接通了
电源、 摆好了桌椅， 提前做好了
准备工作， 让小祁同志的心里感
到热乎乎的。

交谈中得知， 他们家兄弟二
人，曾先后当兵走进军营，年过八
旬的父母勤劳、善良、淳朴，当年
他要保家卫国上战场， 妈妈在背
后偷偷掉眼泪， 却满脸笑容地送
他上阵踏征程。 我把这感人的故
事在报刊上报道后， 他说老人看

了格外高兴， 由衷地向我表示谢
意。其实，应该感谢和敬佩的是两
位老人家，他们明道理知轻重，虽
然是枪林弹雨生与死， 儿行千里
母担忧，但他们说，既然孩儿当了
兵，就该杀敌报国家。

收藏爱好特别广泛的王桂
齐， 几十年淘换到不少 “宝贝”，
小到形如五分硬币的茶壶， 大到
酷似床头柜的缝纫机 ， 各式钟
表、 民俗物品、 瓷器……摆在家
里真是琳琅满目。 他说收藏淘宝
是一种雅趣爱好， 为的是陶冶情
操、 广交朋友。 在茶余饭后自我
观赏， 或邀来老友品味把玩， 他
心中都会充满快乐和享受， 脸上
洋溢着十足的幸福与美满。

□黄平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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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战场的
好友

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经历
中， 有成功的喜悦， 也有失误的
懊恼，它们往往不期而至，令我们
猝不及防。面对失误，我们不要害
怕，其实，失误也是一种历练，是
激发我们不断成长的动力。

那年， 我调到一个新的单位
从事工会和文书工作。 我虽是教
师出身， 天天与文字打交道， 但
工会和文书工作却从未接触过，
一切得从头开始。 我未经正规培
训就 “披挂上阵 ”， 匆匆上马 。
学中干 ， 干中学 ， 几个月过去
了， 倒也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
井井有条 。 正当我得意洋洋之
时， 一次 “突发事件” 给了我当
头一棒， 差点将我击垮。 那是一

项职工技术比武活动在我们单位
举行， 活动结束后， 单位要出一
期简报， 这期简报从写稿到校对
都由我一人完成。 为了赶时间，
我顾不上吃午饭， 写了改， 改了
抄，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任务总算
完成了。

简报发出后， 我坐在办公室
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惬意地吸
着烟， 品着茶， 等待着领导和职
工的欣赏和赞美 。 哪知事与愿
违， 简报刚发出一会儿， 下属各
部门就纷纷打来电话， 一针见血
地指出了简报中的错误。 我急忙
拿起简报检查， 不看不要紧， 一
看吓一跳———简报目录页面的标
题中， “全区” 被打字员打成了

“全国”。 我虽校对过好几遍， 但
只注意了正文的校对， 却忽视了
目录， 让这条 “大鱼” “漏网”
了。 这个要命的错字， 让我闹了
笑话， 出了洋相， 让刚刚还得意
洋洋的我情何以堪？ 部门领导发
现了这一失误后， 对我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 并指示我： “自己做

错的事自己承担， 赶快到各部门
去收回这期简报， 把这个字改过
来！” 我只好硬着头皮到各部门
去收简报。 一些人冷嘲热讽， 一
些人指指戳戳， 就连几个胸无点
墨的人也说： “不会校对文件，
下次我帮你。” 我羞得无地自容，
真希望地上能裂开一条缝， 我好

钻进去。
这一令我蒙羞的 “黑色事

件” 虽然过去了， 但它却如警钟
一般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无论做
什么工作， 都要细心、 耐心， 要
有责任心。 经历过这次历练后，
我的工作渐渐有了进步， 再也未
出现过大的失误。

失误，
是一次历练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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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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