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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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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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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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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咸淡中品咂人生滋味

■工友情怀

组组里里来来了了赵赵小小伍伍
自从赵小伍来到了钩缓组 ，

整个钩缓组的学技练功大变样。
赵小伍爱学习， 没事就猫在

班组学业务。 人家中午 “捉黑尖
儿” “斗地主”， 他却能静下心
来看作业标准。 井水不犯河水，
也真能钻进去 。 有时候手上比
划， 嘴里还小声叨咕车钩里的零
部件的动作、 尺寸要求。

上回单位技能比武， 赵小伍
主动报名， 自愿参赛。 以前技能
比武是有 “奖” 比武， 这次单位
奖罚并重， 双管齐下。 想得大奖
的自愿来， 但考不到及格要求，
要受到相应考核惩罚。

因为是新入职， 又是头一次
参赛， 赵小伍不但没得到名次，
还扣了300元的考核。 赵小伍心
服口服， 技不如人， 愿比服输。

但赵小伍骨子里不服输， 一
定要把技术业务搞上去。

三月艳阳天， 单位的钩缓作
业场地经常能看到赵小伍的身
影， 钩舌几十斤重， 来来回回 ，
反反复复， 不厌其烦地练习。 为
了检验学习效果， 赵小伍又参加
了比武， 算这次， 已经是第二次
参加了。

车间领导下死命令， “不斩
楼兰誓不还”。

轮到赵小伍上场了， 只见他
步履坚定， 信心满满。

一上场就是一个干脆利落的
甩钩， 迅速起身插入钩舌销， 然

后蹲下身来， 将开口销插进销孔
内， 用手用力一劈， 那是绝对到
位， 没耽误一丁点儿时间。 该校
油的校油， 该润滑的润滑， 该测
量的测量。 虽说选钩耗费了点时
间， 但还算是顺利地选了出来。

正当同事为赵小伍叫好时 ，
全开锁位犯了卡。 先是一提， 车
钩竟然提到一半， 纹丝没动， 吓
了赵小伍一身的冷汗。 他蹲下身
来， 开始查看钩身内的状态， 双
手用力晃动钩身， 再次拉起钩提
杆， 钩舌瞬间出来了， 全开位作
用灵活。

赵小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
技术比武 ， 夺得了比赛的第三

名， 在业务学习的道路上又前进
了一步。

比武虽然捞到了名次， 赵小
伍 还 是 不 满 足 ， 下 次 比 武 还
要参赛。

赵小伍高涨的学习热情， 感
染 了 身 边 的 同 事 ， 几 名 天 天
中 午 “捉黑尖儿 ” “斗地主 ”
的也都开始学习了， 即便是不学
习， 也都能为了下午的工作养精
蓄锐了。

赵小伍给钩缓组带来不小的
变化。 有的人开始练习书法了，
有的人也开始阅读书籍了， 有的
人和赵小伍一起实操练习了， 一
切都在悄悄地改变着……

□朱宜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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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兔儿爷的中山装
□周脉明 文/图

自我记事起， 兔儿爷每天总
是穿着他那套洗得已经褪了色的
黄色中山装，拄着个拐杖，昂首挺
胸在村里遛弯。遛够了，就坐在南
桥那光滑的桥栏上， 背靠着那棵
全村年龄最大的老松树， 给人讲
他那老掉牙的故事。 如果有谁不
注意把灰尘、 树叶弄到他的中山
装上， 他就会很快把树叶或者尘
土掸掉， 嗔怪道：“别弄脏了我的
中山装。 ”

1937年7月7日， 日本人炮轰
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
年仅17岁、结婚不到3个月的兔儿
爷和村内7个热血青年怀着一颗
报国之心，踏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报考黄埔军校南京分校 (也叫中
央军校)。

兔儿爷他们一行7人到了南
京后，南京已经沦陷。他们经九江
转武汉，1937年秋天，兔儿爷和他
的同伴在武汉终于成为第十四期
黄埔军校的学生， 被编入第一总
队，后又迁到四川。

因前方作战部队严重缺员 ，
兔儿爷和他的668名同学于1938
年11月提前毕业于四川铜梁， 开
赴云南抗日前线参战。 和日本人
打了几仗以后， 部队伤亡惨重，
兔儿爷也受了重伤 。 等伤好以
后， 他所在的部队番号取消了。
1942年3月，他被编入孙立人将军
率领的中国远征军， 入缅同日寇
作战。

由于兔儿爷作战勇敢， 军事
素质好，很快被提升为营长。在一
次突围之中，部队被打散了。胳膊
受了伤的兔儿爷背着一位身受重
伤的团参谋长， 踏着一个个中国
军人和日本人的尸体，走进密林。
他碰到一位好心的缅甸老伯，把
他俩带回了家。 可惜那位团参谋
长由于伤势较重不到两天就牺牲
了。 牺牲前把一个背包交给了兔
儿爷。兔儿爷打开包一看，里面有
一套崭新的黄呢子中山装。 这是
只有部队团级以上的干部才给发
的便服。

兔儿爷伤好以后， 因为没有
衣服，便穿上那套中山装，无时无
刻不在惦记着回国、回家。 然而，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大举进犯中华
大地，他始终找不到回国的机会。
适逢当时的一支缅甸抗日游击队
的负责人很欣赏兔儿爷的军事才
干， 恳求他暂时留在缅甸打击日
寇。无论是中国还是缅甸，反正都
是抗日，兔儿爷便留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 兔儿爷刚想回
国， 缅甸的朋友就把兔儿爷留在
了缅甸，做起了生意。1987年的春
天，在外漂泊半个世纪的兔儿爷，
特意按照那套中山装的款式和颜
色，重新做了一套中山装，终于顶
着一头白发从缅甸回国了。

兔儿爷从家乡走后不到半
年，兔儿奶就生下一个儿子。娘俩
相依为命，50多年的等待，两个老
人终于又走到了一起。此刻，兔儿
爷唯一的儿子， 已经被一家合资
企业派去美国工作五年了。

兔儿爷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
是让老伴儿把团参谋长遗留给他
的中山装珍藏起来。

又过了一年，儿子来信，让兔
儿爷和兔儿奶去美国暂居。 兔儿
爷又做了一套黄色的中山装。 兔
儿奶和村里很多人都说去西方国
家，应该穿西服。而兔儿爷却振振
有词：“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
在缅甸是中国人，穿中山装；我到
美国也是中国人。 我凭什么要穿
西服，我就觉得中山装好。 ”

兔儿爷、 兔儿奶在美国住了
一个月就回来了， 兔儿爷说过不
惯那里的生活，还是家乡的水好、
山好、土好、人也好。

兔儿爷回国以后， 适逢当地
博物馆征集有关抗日战争的史料
和物品， 兔儿爷就把那位团参谋
长的中山装捐给了博物馆。

7年前，一个旭日刚刚露头的
早晨，90岁的兔儿爷走完了他的
一生。 他去世时也是穿着一身黄
色、 笔挺的中山装安详地走向了
另一个世界。

食色性也。 美食人人都爱，
文人中好吃嘴儿的更是众多 。
但要不仅会吃、 会做， 还要会
品， 估计如苏东坡者就凤毛麟
角了。 其实这也正常，君子远庖
厨嘛， 那些士人从来视烹饪之
道为末流，他们只管吃喝，根本
不会去关心一道美食是如何从
食材变成成品的。 不过，这是君
子们的损失， 因为擅长烹饪的
人都知道，烹饪也是一门艺术，
蒸炒炸煮熘，其中乐趣颇多。

不参与， 当然就无法享受
烹饪之乐了。 东坡先生曾经自
嘲道 ： “自笑平生为口忙 。 ”
文人中的美食家， 能跟苏东坡
比肩的 ， 当代的汪曾祺算一
个， 他好吃善写， 是美食家中
的生活家 。 他认为好的人生 ，
就是吃遍八方美食， 活得自在
有趣， 人生在世， 吃咸点， 看
淡点， 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感
受幸福的滋味。

写写字 ， 画 点 画 ， 做 做
菜， 品品茶。 再忙， 也别忘了
去生活 。 汪曾祺一生历尽沧
桑， 却用自在的生活态度， 把
平淡的日子过得有趣。 其文章
有空山新雨后的清新之味， 于
不经意中参出人性的美好与诗
意， 让人久读成瘾。 汪曾祺的
经典美食散文集 《人间有至
味 》， 分为 《粗茶淡饭 ， 过一
种日子 》 等五部分 ， 收录了
《故乡的食物》 《故乡的野菜》
等38篇不同时期的经典名作以

及汪老的私房文人画。
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汪曾

祺更懂吃的人吗？ 无论是春天
的萝卜、 秋天的糖炒栗子， 还
是新采的枸杞头、 缸腌的臭苋
菜； 不管是江南的马兰头、 朔
方的手把肉 ， 还是故乡的野
菜 、 他乡的菜肴 ， 所有的吃
食， 在他的笔下， 都是人间的
至味。 汪曾祺的美食文字， 并
不单纯写食材、 食物、 烹饪技
法， 还会谈到跟美食有关的民
俗、 典故、 人物及体悟， 这样
的文字活色生香， 自然比菜谱
有趣多了。

譬 如 在 《 端 午 的 鸭 蛋 》
中， 汪曾祺谈到了高邮端午有
系百索子 、 做香角子 、 贴五
毒、 喝雄黄酒等习俗， 浓浓乡
情扑面而来； 咸鸭蛋 “颜色红
而油多”， 其他地方的咸鸭蛋，
汪曾祺根本瞧不上。 汪曾祺顺
便还拿 《随园食单》 的作者袁
枚开涮 ， 说他不喜欢袁才子 ，
因为书中的食谱都是袁枚听来
的， 他自己并不会做。 袁枚不
会做菜， 但汪曾祺会做菜啊！

在 《做饭》 中， 汪曾祺自

谦 “我不会做什么菜 ”， 但是
却 “名闻海峡两岸 ”。 台湾陈
怡真来北京访问， 点名要汪曾
祺做菜， 可见汪曾祺美食家真
不是浪得虚名。 他不仅会做冰
糖肘子、 腐乳肉、 腌笃鲜、 水
煮牛肉等家常菜 ， 还自创了
“塞肉回锅油条”， 称其 “极酥
脆 ， 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 ”
在做饭中 ， 汪曾祺感悟颇多 ：
做菜要有想象力， 爱琢磨， 如
苏东坡所说 “忽出新意 ”； 要
多实践， 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
几次， 方能得其要领； 也需要
翻翻食谱。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 汪曾
祺是一位纯粹的文人和抒情的
人道主义者 ， 他温馨 、 唯美 、
崇尚自然的文字， 是汉语言表
现力的一座当代高峰 。 买菜 、
切菜、 炒菜， 看着家人或客人
吃得很高兴， 盘盘见底， 汪曾
祺认为这是做菜最大的乐趣所
在。 一花一叶皆有情， 一茶一
饭过一生。 如果我们也像汪曾
祺这样懂得生活， 在生活的缝
隙中寻找到快乐， 那么也会成
为一个幸福的人。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彭忠富———读 《人间有至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