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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我们村第一个种草莓
的人。那年，他从城里的书店买来
栽种草莓的书， 天天埋着头看。
看了一段时间， 父亲果断地把书
一放， 从外地买来草莓秧苗， 在
自留地里种了五分地的草莓。

父亲像伺候小婴儿一样伺候
这些草莓，栽种、施肥、管理，样样
不敢马虎。初夏，草莓成熟了， 满
地草莓像红玛瑙一样闪着光泽，
我们一家人乐得合不拢嘴。 我一
直认为草莓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水
果，肉质细滑，酸甜可口。

火热的中午， 开始采摘草莓
了 。 我和妹妹也会跟着忙碌起
来， 成为大人的好帮手。 妹妹白
皙的小脸儿在太阳底下被晒得通
红， 可怜巴巴地张着小嘴， 却一
个草莓也舍不得吃， 看上去真像
个小可怜儿。 母亲说： “个儿小
的草莓可以吃， 个儿大的， 留着
卖钱。” 妹妹把一个小草莓放到
嘴巴里， 口水都跟着流出来了。
草莓是多么好吃啊 ！ 可是 我 们
舍 不 得 多 吃 ， 草 莓 要 留 着 卖
钱， 卖了钱要给我们交学费， 买
新衣服。

妹妹很细心， 把草莓轻轻摘
下来， 整整齐齐码在筐子里。 我

和母亲都笑她， 说不用摆得那么
整齐。 可妹妹还是一边抹着额头
上的汗， 一边小心翼翼地摆放着
每一只草莓， 就像摆放心爱的珍
宝一样。

一会儿功夫， 我们已经摘了
满满两大筐草莓。 本指望能卖个
好价钱 ， 但是那时候草莓不好
卖， 父亲转了半天， 也没有把草
莓卖出去。 草莓最不容易保鲜，
到了第二天， 两大筐草莓全都烂

掉了。
母亲心疼地坐在院子里大哭

起来， 我和妹妹也跟着哭。 妹妹
哭得声音最大， 她满脸委屈地对
父亲说 ： “爸爸 ， 草莓们都哭
了。” 看那两筐草莓， 颜色都变
了， 灰头土脸的样子。 母亲流着
眼泪把草莓全都扔掉， 倒进小院
西墙边的猪圈里。 两头猪在一堆
烂掉的草莓上拱来拱去， 哼哼两
声 ， 走开了 。 原来 ， 烂掉的东

西， 连猪都不喜欢吃。 那可是昨
天我们一家人汗涔涔摘草莓的时
候， 谁都舍不得吃的宝贝啊。

父亲突然大喊一声： “别哭
了， 总会有办法的！” 随后， 父
亲给我们都分配了任务： 父亲带
着草莓去15里外的城里卖， 母亲
去5里外的刘庄卖， 我和妹妹去3
里外的西庄卖。 草莓成熟很快，
两三天就要摘一次。 我们把摘下
来的草莓分好， 我和妹妹用自行
车驮着一小箱草莓去了西庄， 妹
妹声音好听， 负责吆喝， 我负责
卖 。 那年 ， 我13岁 ， 妹妹9岁 ，
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和不易。 渐渐的， 西庄的人都认
识我们俩了。 乡邻们都不欺生，
看我们是小孩子， 对我们很好。
母亲卖草莓也很顺利。 父亲除了
卖草莓， 还到城里联系销路， 准
备明年接着种草莓。

就这样， 那一季草莓成熟 ，
我们卖了不少钱。 母亲的脸上又
有了笑容。 父亲也乐呵呵地说 ：
“遇到难事， 咱不能怕， 只要一
家人齐心协力， 任何难关都会过
去的。”

这些年里， 每当家里遇上难
关， 我们就会想起那些草莓， 想
起父亲说的话： “只要一家人齐
心协力， 任何难关都会过去的。”

生活的天空， 有晴天， 也有
风雨。 亲情是一把大伞， 永远为
我们撑起温暖的天空 。 风雨来
了， 一家人携手抵御风雨。 风雨
过后， 彩虹依旧灿烂。

看着母亲买回来的菜， 我就
气不打一处来。 青菜是被泡了水
的， 肉也是肥的多瘦的少， 当我
对母亲抱怨时。 母亲却说： “这
也不算太差嘛， 肥肉多正好可以
炼油， 菜反正也是马上要吃的，
泡点水又能怎么样？”

母亲就是这样， 明明是吃了
亏， 可她偏事事往好的方面想。
还记得小的时候， 母亲在工厂里
上班， 两人一组， 与她同属一组
的另一个女人， 总是指望着母亲
多干一点。 后来父亲知道了， 就
问母亲， 母亲说都是一个组的，
谁多干点， 谁少干点， 有什么关
系呢， 何必分得如此清楚。

或许是受母亲的影响， 有的
时候 ， 对于吃亏我也见怪不怪
了。 还记得刚上班那会儿， 由于
是在寻呼台工作 ， 要经常上夜
班， 而夜班也分上下夜。 偏偏每
一次领班都会排自己上夜， 由于
我是新来的，便总是给我排下夜。

当我将这事告诉母亲时， 母
亲说： “下夜就下夜吧， 反正你
年轻， 熬点夜没关系， 你也正好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多看看书 。”
母亲一点儿都不觉得上下夜是吃
亏， 相反还一再劝我， 不要因为
这点小事， 而影响到工作。

母亲的话虽然当时听起来，
我有些难以接受 ， 可是多年之
后， 当我再细品时， 还是有着一
定的道理。 吃亏不算什么， 在你
看来是吃亏， 可是总有一天， 你
吃的亏都能够得到回报。 正如当
年的我， 由于经常上下夜班， 我
利用下半夜电话少的空闲， 用来
读书写稿， 几年下来， 竟还在报
纸上发表了不少稿件。

吃亏是福， 吃亏也更能让人
心安， 那些整日想着占小便宜的
人， 其实内心是不安宁的。 因为
会时常担心别人看出自己占便
宜， 而让自己陷入到无尽的烦恼
之中。 倒是吃亏， 吃的是亏， 得
的是福， 内心相反坦然。

此时再看母亲买的菜和肉，
刚才的那份不满之情也释然了。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就像她刚才
所说的： “人家让我买把回去，
说是早卖完早点回家带孙子， 我
又怎好拒绝， 明知那菜是不新鲜
的， 还是买了。” 由此我想，善于
吃亏的人， 一定都是心地善良的
人，就像母亲这样，不然怎会因别
人的一句话，而甘愿吃亏呢？

改革开放初期， 也就是上世
纪80年代初， 全国曾出现过一次
读书热潮。 那时的西藏高原和全
国一样， 也迎来了读书热， 高寒
缺氧的高原上 ， 处处可见读书
人， 真可谓 “缺氧不缺读书热”。

那时在西藏高原部队服役的
我， 在读书热兴起的时候， 从中
（国）尼（泊尔）边境，调回了拉萨。
回到拉萨后， 几乎每个星期天都
要和战友们一起，去逛新华书店，
找书、选书、买书。 当时， 书籍刚
开禁不久， 有很多图书还在 “内
部处理” 中。 为了迎合大家买书
的积极性， 拉萨的新华书店， 在
后院腾出几间房子， 开设了一个
“内部书店”。说是“内部书店”，其

实不论谁，你只要从后门进去，有
相中的图书 ，就可买走 。 这个
“内部书店”， 真真是个开在 “内
部” 的书店， 很大程度上， 也是
一种刺激大家买书的营销手段。

当时， 我就从这个书店买到
了不少书， 譬如 《第二次握手》
这有争议的书， 譬如 《战争与和
平》 这些外国名著等。 不过， 这
个 “内部书店”， 也营销一些真
正的内部书， 这， 你要找经理批

条子或者有单位证明才行， 才能
从柜台里边买到。

白天工作， 没有空闲看书 ，
我就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看书。 晚
上在烛光下看书时间长了， 因缺
氧， 人就很疲乏， 往往影响第二
天起床出早操， 结果老是被人敲
门叫醒。 当时的读书热， 也促使
我 “随波逐流” 看了不少书。 很
多中外名著都是那时候看的， 让
我受益匪浅。

手捧着这幅珍贵的老照片 ，
收看央视播出的有关大工匠的报
道， 我一下就想起了上世纪60年
代的工匠精神。

照片中抓拍的历史瞬间， 是
1964年内蒙古第一机械厂工程队
吊装工段的队员们， 他们正在安
装现场召开 “诸葛亮” 会， 用集
体的智慧攻克安装难关。 当时，
我国唯一的一台16吨锻锤锤砧报
废， 需要立即更换。 然而更紧急
的是， 由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尖
端武器上的一个零件， 还等着这
台16吨锻锤锻造呢！ 由此惊动了
党中央， 中央决定由周总理坐镇
指挥。 厂里立即就把这个最艰巨
的任务交给了吊装工段， 也就是

照片里的建设者， 他们大胆地采
取了 “蚂蚁搬家” 的方案， 奇迹
般地将重达14吨的锤砧更换就
位， 确保了我国新研制的尖端武
器试验成功。 当时此项任务的顺
利完成， 无论是在厂里和市里，
还是在机械工业部里， 都引起了
极大的反响， 因为这些工匠们为
祖国争了光。

怎能忘记， 在上世纪60年代
的那个励精图治的岁月里， 尽管
工作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 可是
我们奉行的是 “有条件要上， 没
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必
胜信念， 所以专门去啃那些硬骨
头， 这也成为我们励志人生的一
大爱好。 还有一个声音形影不离

地在我们的耳边响着： “因为我
们的祖国不强大， 所以我们才受
别人的欺负。”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这种最强烈的忧患意识， 让
我们在技术条件落后， 工作条件
极其艰苦的环境中， 一工作起来
就不要命 ； 一有时间就想当个

“小诸葛”， 着了魔地琢磨着一项
又一项的革新方案， 并通过自力
更生的 “土法” 上马， 去攻克一
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 实现强国
梦。

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工匠
精神。

哭泣的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