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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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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投稿吧。

爱 的 境 界

■家庭相册

如父如师
□张翔 文/图

■工友情怀

□黄廷付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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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弟

我们每个人皆为人后。 在我
们的长辈中， 父母对我们的人生
影响，可以说是深刻而久远的；而
对于男孩子， 父亲对他的影响，
我以为还要再加一个 “更” 字。

我父亲一生的主要工作经
历， 可分为两个阶段： 当铁路列
车长和当中学教员。 新中国成立
那年， 他大学毕业， 铁路招工，
我们家在北京， 他就去当时的北
京铁路管理局报考。 那时铁路刚
回到人民手中， 迫切需要人才，
他不仅考入了北京列车段， 而且
被挑选直接去 “列车长培训班”，
两个月后， 他戴上 “列车长” 臂
章开始 “走车” 了， 而且一干就
是10多年 。 在此期间 ， 他跑兰
州、 跑上海， 还跑莫斯科 （国际
列车 ）， 带领他所在的包乘组 ，
出色完成了每趟乘务工作。 至今
我还珍藏着父亲所在的包乘组在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中得红旗、
获奖的黑白照片合影。 听爸爸讲
他们跑车的经历， 为列车旅客服
务的事迹 ， 沿线的祖国大好河
山， 讲 “苏联老大哥， 吃饭吃得
多 ”， 讲 “达瓦利士 ” （俄语 ：
同志）。 爸爸是很有幽默感的人，
原本平平常常的工作琐事， 经他
一讲， 绘声绘色， 风趣盎然。 正
是这些 “故事”， 在我幼小的心
灵中播洒下了 “为人民服务” 的
种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保定成

立铁路中学。 北京铁路局干部人
事处一查档案， 发现我父亲是北
师大的 “老牌儿” 毕业生， 就一
纸调令， 派他到保定去当老师。
我爸是那所中学的 “建校元老”，
这使他转入了工作第二大阶段。
在此阶段， 虽然磨难接踵而至，
但我爸爸始终是乐观向上的。 他
多次被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评为
“优秀教师”。

我上初中时 ， 上过我爸的
课。 那时他刚恢复工作， 教我们
“农业课”、 “美术课”。 上别的
课， 课堂纪律挺糟糕的， 有的同
学， “读书无用论” 还在其头脑
中作怪； 有的同学总归咎于 “那
老师讲得不行”。 而上我爸的课，
课堂气氛是活跃的， 我爸的板书
俊美而飘逸， 讲述深入浅出， 还
自制了一些 “教具”， 讲怎么解
剖蟾蜍、 玉米种子的细胞结构、
冬小麦的有效分蘖……我想， 也
是沾了这些课程易于跟实践相联
系、 不枯燥的光， 至今我们同学
聚会， 好多男生、 女生还记忆犹
新当时上课的情形， 说我爸他们
那些老老师， 教学水平、 讲课艺
术、 对学生的循循善诱， 可真是
没得挑！

爸爸在生活上、 在为人处世
上， 同样是一点一滴对我严格要
求。 坐公共汽车， 那时5分钱一
张票， 每当出门， 他都把零钱塞
进我衣兜， 叮嘱我 “不许逃票！”
碰到和同学闹意见， 爸爸总是让
我给同学主动作检讨， 先承认自
己的错误， 和同学搞好团结。 后
来， 我高中毕业， 他和我妈妈并
没因全家就我这么一个男孩就让
我留城， 而是送我下乡插队； 再
后来我考学、 参加工作， 我的每
一步， 都体验到爸爸对我不是娇
纵， 而是 “摔打型” 的严爱。

老爸病故已10多年了， 但他
平凡而充实的人生， 他对我的言
传身教， 却一直伴随着我， 是我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和路广彬是同时进纺织厂
当学徒的。 说来也巧， 我们还几
乎 是 同 时 开 始 谈 恋 爱 ， 甚 至
连 我 们的孩子也都是在同年同
月里出生。

2005年， 我所在的富利达纺
织厂濒临倒闭， 厂里的工人纷纷
南下， 去了盛泽镇， 我和路广彬
也在其中。 到了盛泽后， 我们俩
一起租住在同一个大杂院里。 刚
到盛泽那会，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顺利， 工作很难找。 我俩凭
着在纺织厂学的那点三脚猫功
夫， 走东家， 串西家， 只要看到
门口有招工的牌子， 都会跑进去
试试。 然而， 每次都是以失败而
告终。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 我和
广彬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 当时
他连充煤气的钱都没有， 而我也
只剩下100块钱。 他向几个比我
们出来早的老乡借钱， 老乡都说
还没发工资。 看到这情景我没有
说话， 跑去小卖部把唯一的100
块钱换成了两张50元的 ， 回来
时， 转手塞给他一张。

那年春节， 路广彬没有回家
过年， 正月初二他就骑着自行车
出去找工作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
路， 在第三天， 他骑行了三十里
路后， 在乡下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是一个很小的纺织厂， 他当时
就搬到了那边。 此后的几年， 我
居无定所。 从盛泽跑回老家， 又
从老家搬到外地。 眼看着孩子要
读小学了， 想把孩子带在身边，
然而各方面条件都不允许， 我萌
生了退意。 正在这时， 路广彬打
电话邀请我去他那里。

再一次见到路广彬的时候 ，
他已经是那家小厂的厂长了， 而
且厂子的规模翻了一番， 他把我
安排到分厂里上班。 当他听我说
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的时候，
当即就拍着胸脯承诺 ： “没问
题， 包在我身上。” 看到孩子开
开心心地走进当地的小学校时，
我才发现这不是梦。 第一次， 我
真真实实地看到了孩子 快 乐 的
笑脸就在我眼前 。 我不禁又想
起从前 ， 孩子总是在电话里问 :
“爸爸妈妈 ， 你们啥时候能回
来？” 每当这时候， 我心里就隐
隐作痛。

有一年暑假， 临开学时， 妻
回老家去接孩子们回来。 在回来

的路上， 妻打电话说， 要夜里十
二点才能到汽车站。 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半夜根本就叫不到出租
车， 一个电瓶车也载不了那么多
人呀！ 晚上下班的时候， 广彬看
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 就问我什
么事。 他听后笑着说： “我还以
为啥事呢？ 看把你愁的， 小事一
桩， 晚上我开车去把他们接回来
就是。”

“要十二点多呢？ 耽误你休
息 啊 ， 你 明 天 还 要 上 班 呢 。 ”
“没事， 都是自己人， 就当加个
班呗。”

后来我所在的分厂要搬迁 ，
为了孩子上学， 我又一次面临着
找工作。 虽然我的技术和能力都
有了， 但要重新找一个各方面条
件都和原来一样好的工作， 也不
是那么容易的。 广彬知道我的难
处后， 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 开
车带着我去了好几家纺织厂面
试， 最终我进了现在的公司。

妻时常在我面前说： “我们
在这边幸亏得到广彬的帮助 。”
有一次广彬来我家吃饭， 妻说起
感谢的话。 广彬手里端着酒杯对
着我说： “哥， 你们不要客气。
当初要不是你借给我的那五十块
钱， 我可能早就坚持不下去， 卷
铺盖回老家了。” 说完这些， 他
有些激动，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
来了。

我的眼眶也有些湿润， 端起
酒杯对他说： “兄弟， 那些年是
不容易 ， 都过去了 ， 啥也不说
了， 喝酒。”

“好， 干了。”

周末， 恰逢小区里李大爷和
李奶奶的 “金婚” 纪念日， 很多
邻居自发前去祝贺。 李大爷和李
奶奶是小区里出了名的热心肠，
退休前， 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大学
教授， 一个是桃李天下的小学教
师， 平日里谁家有急事孩子没人
照看时， 老两口都会主动帮忙带
几天。 尤其是两人的甜蜜爱情，
几十年如一日， 每天吃完早饭，
手挽着手去市场买菜 ； 黄昏时
分， 依偎着在小区的花园散步，
大伙儿都十分尊敬和羡慕他们。

品尝完丰盛的家宴， 大家围
坐 在 小 区 的 花 园 里 拉 家 常 。
良 辰 美景 ， 大家纷纷 “取经 ”
道： 在结婚如同过家家、 离婚如
同 吃 顿 便 饭 的 今 天 ， 您 们 有
何 爱 情秘笈 ， 能让一段婚姻保
鲜50年啊？

李大爷和李奶奶笑道：“爱情
哪有什么秘笈啊， 不就是柴米油
盐酱醋茶，普普通通过日子嘛。”

众人不依 ， 说这怎么可能 ？
肯定有爱情的保鲜秘笈。 李大爷
反问道：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
题， 你们觉得爱的最高境界是什
么？” 大家先是一愣， 继而兴奋
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觉得爱的最高境界 ， 是
生死恋！” 六楼的小刚去年大学
毕业， 正在热恋中： “你想啊，
一个人可以为了另一个人去死，
舍弃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 这难
道还不是爱的最高境界吗？ 你们

看古今中外那些流传千古的爱情
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 罗密欧
与朱丽叶， 无一不是关乎生生死
死。 生命是宝贵的， 为了爱情舍
去生命 ， 这种境界多么伟大 ！”
小刚说完， 含情脉脉地看着身旁
漂亮的女友， 女友的眼中顿时溢
满了数不尽的幸福和柔情。

“你说的那些爱情， 确实感
天动地， 但更多的只存在于小说
或影视作品中。” 李大爷摇头说：
“试想 ， 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 ，
又如何去谈爱情呢？！”

“年轻人太冲动了， 哪里懂
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五楼的
大胖三十出头 ， 结婚不久 ， 说
道： “我觉得爱的最高境界， 是
付出。 而这种付出， 不仅是感情
的付出 ， 更重要的是物质的付
出。 如今的婚姻市场， 女性占有
绝对的主导地位， 没有房子、 车
子、 票子， 哪个女孩会嫁给你？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
表面上浪漫无比， 但一谈到实际
问题， 立即就坍塌了。”

“物质基础是很重要， 可精
神上的门当户对更重要。” 李奶
奶说： “我们那个年代， 结婚时
什么都没有， 但为啥离婚率那么
低？ 因为共同的生活信念。 夫妻
双方， 有福同享很容易， 有难同

当才更珍贵， 正所谓 ‘患难见真
情’。 你看那些身价上亿的富豪
明星， 他们婚姻的物质基础不牢
固吗？ 可不照样劳燕分飞！”

五十岁的马大哥接道： “如
今我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这爱
情 啊 也 早 已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变
成 了 亲情 ， 我觉得此时爱的最
高境界， 最重要的是包容和接纳
吧！ 近三十年的朝夕相处， 两个
人吵也吵够了， 闹也闹腻了， 学
会包容、 懂得接纳， 婚姻才会幸
福长久！”

“小马的感悟很透彻啊！” 李
奶奶会心一笑 ， 看了李大爷一
眼， 说道： “在我看来， 爱的最
高境界， 是习惯和默契。 当一个
女人习惯了丈夫的木讷、 打鼾、
吃面吸溜、 满身汗味， 从最开始
的厌恶、 不适应， 渐渐到习惯，
再到没有他的鼾声就睡不着觉，

没有吸溜声就觉得饭菜不香， 这
就是爱； 当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
争吵， 却在一觉醒来， 默契十足
地选择了忘记； 当面对着不同的
抉择， 却在一刹那的对视中， 从
彼此的眼神中读懂了他 （她） 所
期许的答案， 心有灵犀。 爱情是
一本厚厚的无字书， 需要我们用
毕生的经历去用心读懂， 生活上
彼此习惯， 精神上形成默契， 唯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听完李奶奶的话， 所有人都
沉默了。 其实， 每个人对爱的理
解都有道理， 因为年龄不同、 经
历迥异， 在不同的阶段， 对爱的
认知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而且慢
慢发生变化。 但真正白头偕老的
爱情，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朴
素得就像一杯白开水， 虽平平淡
淡， 却始终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给人无尽的心安和温暖。

■图片故事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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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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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