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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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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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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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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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爱情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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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父亲在新四军第七
师骑兵排任排长。

一次， 父亲所在部队奉命进
入到预定地点埋伏起来， 准备袭
击一小队去村里抢粮食的日伪
军。 战斗打响后， 新四军英勇顽
强， 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突然，
父亲的大腿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
中， 受了重伤。 很快， 父亲被护
送到当地一位村民家养伤。

这是一家 “堡垒户”， 家里
的几个孩子都参加了新四军和游
击队 ， 特别是这户人家的小女
儿， 别看只有十八九岁， 却早已
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 英勇坚强
的女游击队队长了。

这次负伤， 使父亲有机会认
识了这位出色的女游击队队长。
一见面， 果然名不虚传。 别看她
年纪不大， 干事却非常泼辣、 果
断， 每天一大堆的事安排得井井

有条， 她带领乡亲们抢收粮食、
站岗放哨， 回到家， 还要为伤员
换药、 烧饭、 洗衣。

一次， 她在给父亲换药时说

道： “李排长， 你将来要找一个
什么样的人当媳妇啊。”

父亲听了， 弄了个大红脸 ，
嗫嚅道： “要找一个像你这样能

打仗的女人当媳妇。”
这下 ， 给她也弄了个大红

脸。 她含嗔道： “娶我当媳妇条
件可高啊！”

父亲忙问： “什么条件？”
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那就

要多杀鬼子， 多立战功， 早日将
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父亲听了热血沸腾， 他拍着
胸脯说道： “等我养好了伤， 我
马上就回到部队上去， 一定会多
杀鬼子。”

她听了莞尔一笑道： “那我
就等着这一天了！”

转眼， 几个月过去了。 父亲
的伤在她精心护理下痊愈了， 父
亲又回到了部队。 在部队， 父亲
出生入死， 英勇杀敌。 每次打完
仗， 父亲都会将用过的子弹壳放
在随身携带的布袋里作纪念。

日本投降后， 一天， 父亲骑

着战马出现在她的面前。 父亲将
手里的布袋递给她， 说道： “这
是送给你的定情物！”

她接过沉甸甸的布袋， 打开
布袋一看， 见是许多子弹壳。 那
一刻， 她全明白了， 她深情地望
着父亲， 脸上那一抹红晕像天边
的彩霞， 映红了整个山峦。

1945年， 父亲的定情物， 竟
是一小袋子弹壳。 这份沉甸甸的
子弹壳 ， 让父亲和母亲心心相
印， 牵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如今， 父亲与母亲都已进入
耄耋之年， 当年的一小袋子弹壳
定情物， 在父母眼里比金子都贵
重， 它们被父母整整珍藏了几十
年。 每每看到父亲与母亲当年的
这份定情物 ， 就会让我感慨万
千， 心潮起伏。 眼前仿佛又浮现
出当年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硝烟
弥漫， 枪炮阵阵……

□李良旭 文/图

双面手“铁裁缝”

既会气割， 又精于电焊， 一
工两用， 因此单位发放1000元作
为奖励； 是熔接工， 更是兼职教
师， 单位又奖励1000元。

但很多熔接工都吃不了这份
苦， 支迎宾算是坚持了下来， 这
一干就是31年， 而且练就了一身
的武艺， 平日里大家都叫他 “双
面手铁裁缝”。

熔接工是 “易学难精” 的工
种。 学起来容易， 但想学透， 学
精就难了。 越干越发现自己欠缺
的越多， 自己的那 “两下子” 越
拿不出手。

支迎宾的工作是拽着一根25
米长的气割胶管整天车上车下、
车里车外地跑； 夏天热， 车帮儿
高温五六十度， 气割枪的火苗呼
呼地窜， 热浪扑脸， 每天必经历
双重 “烤” 验。 没有一天衣服是
干爽的， 而且衣领和袖口扎得严
严实实 ， 密不透风 。 冬天起得
早， 五点从家出门， 披星戴月来
上班。

电焊工缺人 ， 支迎宾赶紧
顶上。

电焊作业更是个苦差事， 一
蹲就是一小天儿， 腿麻了， 就直
直腰， 缓缓， 再蹲， 再起， 一天
不知多少次这样起蹲动作。 即便
是手里没活了， 脑子还在琢磨焊
接的位置与角度、 电流强度， 还

有焊枪的力度 ， 需要补修的大
小、 形状、 材料、 位置等等。

那些年定检质量上不去， 单
位在总公司那排名靠后， 段长召
集开会， 从原有焊接师傅中选出
几位， 攻制动梁焊接质量关。

支迎宾挑起了大梁。
加班加点是工作的常态。 有

次段修都干完了， 站修所却下来
一批制动梁。 偌大的检修大库只
有几位焊接师傅专注于工作，焊
接吱吱作响，焊花四处飞溅。汗水
湿透衣衫，紧紧地密贴在皮肤上，
褶皱处发出亮光。 当支迎宾摘下
焊帽的一刻， 看到身旁竟然站着
自己的爱人，四目相对。爱人看见
“油包”一样的支迎宾，心疼他，什
么也没说，眼泪差点掉下来。

爱人想在他的工作柜里找一
件好一点的工作服让丈夫换上，
竟然一件也找不到， 就连袜子、
鞋， 也全被焊花烫成了窟窿。

为攻下制动梁焊修质量关，
支迎宾查阅了很多资料， 建议购
置了直流电焊机， 焊条烘干炉，
还有相应的焊条。 功夫不负有心
人， 经过一年的攻关， 单位定检
质量排名一跃全路前十。

后来 “铁裁缝” 当上了段里
的兼职教师 ， 一边工作一边教
学， 把自己全部所学教授给了
他的工友们。

□朱宜尧 文/图

■家庭相册

□戴松英

洞彻人性 、 心怀国家的
哲思之作 《中国的未来会更
好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8年4月出版 ）， 是一代国
学大师季羡林的文化随笔。

全书从畅谈中国精神作
为切入点 ， 层层递进地论述
了它与爱国 、 中国前途之间
相依相存的关系 。 季羡林鲜
明地指出 “中华民族最优秀
的传统是爱国主义 ， 而爱国
主义的核心就是中国精神 ”。
而有了这种精神作指引 ， 我
们不仅能战胜一切外来之敌
的侵略和欺凌 ， 将古老的中
华文化发扬光大 ， 而且 ， 它
还能鼓舞和鞭策全中国人民
勠力同心 ， 向着美好的未来
奋勇前行 。 书中 ， 季羡林深
情地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留洋，
学成归来报效国家的经历 、
以及蹲 “牛棚” 的所感所思。
曲折的人生经历 ， 乐观豁达
的生活态度 ， 真诚地告诉大
众 ： 正是满怀着对家国的一
腔挚爱 ， 饱蘸着对中国精神
深刻的理解 ， 让季羡林虽遭
受重重磨难 ， 依然能抱着九
死 而 不 悔 的 执 著 态 度 ， 在
“位卑未敢忘忧国” 中为祖国
和人民做出那么多 、 那么大
的贡献。

接着 ， 季羡林凭着多年
研究国学的扎实功底和对中
华文化的独到理解 ， 在分析
比对了中西方文化的各自特
点后 ， 信心满满地指出 ， 西
方文化强调分析 ， 而东方文

化特别是中华文化注重综合，
恬守着 “天人合一 ” 的自然
法则 ， 这种讲究 “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 的观点 ， 最终将
决定东方文化在二十一世纪
将大放异彩 。 而中华文化在
这场深刻的转型中 ， 因拥有
着旺盛的生命力 ， 在未来世
界中必将大放异彩。

对中国的未来 ， 季羡林
寄予了很高的期许 。 在他看
来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
兴梦 ， 除了坚定不移地秉持
中国精神 、 传承好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之外 ， 提高青年
人的整体素质也是目前亟待
解决的文化命题 。 为此 ， 他
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角度 ，
全面论述了中国青年与现代
文明的关系 ， 循循告诫广大
中 国 青 年 “希 望 在 你 们 身
上”， 惟有多读书， 以兼容并
取的开放姿态 ， 广泛汲取全
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的润泽，
才能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
任 。 为了激励广大青年 ， 季
羡林又谆谆教导说 ， 年轻人
在奋斗进取中既要树立好正
确的 “三观”， 理性对待人生
中的得与失 ， 同时还要抓紧

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时间 ， 才
能以时不我待的昂扬之姿 ，
成长为一代有责任 、 有担当
的中国青年。

文章最后 ， 还在钩沉历
史中情意绵绵地回忆起作家
与陈寅恪 、 老舍 、 吴宓 、 沈
从文 、 冯友兰等大咖的人生
交集 ， 追述着他们的学术贡
献 ， 缅怀着他们的精神和风
骨 。 从他们淡泊名利的人文
坚守中 ， 从他们坚持真理 、
秉公直言的正义道白中 ， 无
不尽显着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季 羡 林 感 佩 地 赞 誉 他 们 为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个真
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他们
身上 ， 很好地体现出中国精
神的深邃内涵 ， 他们的品格
和操守 ，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和效仿。

《中国的未来会更好吗？》
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精
辟论述 ， 阐释了这样一种理
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 新的时
代 ， 中国精神需要弘扬 ， 中
华文化需要传承 ， 中国青年
应学会担当， 有了这种依托，
并形成合力 ， 中国的未来必
定会变得更加美好而灿烂。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一一代代国国学学大大师师的的家家国国情情怀怀
———评季羡林力作 《中国的未来会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