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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鸿骞 文/ 图

我稍谙世事就爱好文学， 想
当作家， 预定的路径是想先做新
闻记者， 待扩大视野积累了生活
经验之后， 再去从事专业文学创
作， 因而把高考目标选定为复旦
新闻， 那年该专业在我省有四个
名额。 然而我却在高考之前大吐
血， 痛失久盼的高考之机， 猛地
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 那是 1962
年， 因为 “三年自然灾害”， 工
厂倒闭 、 机关减员 ， 到处是饥
荒， 像我这种无门路、 无靠山而
又贫病交加的农村孩子要想找份
工作， 那真是难上加难， 我只有
老老实实地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返乡后， 我稍事休养就到生
产队里去参加车水 、 割稻等农
活。 由于我曾辍学两年， 后来又
利用寒暑假参加生产队里的劳
动， 因此对于农业生产我并不外
行， 问题是我一干重活就大口吐
血， 把父母吓得要命， 吐了几次
之后坚决不让我出工了。

我在中学一直品学兼优， 高
中毕业时是文科第一名， 又是班
干部 ， 深受校领导和老师的器
重， 他们得知我返乡后的惨境，
便稍信要我回校， 破例想办法为
我安排工作。

那是饥荒年月， 出门吃饭不
仅要花高价， 还要有粮票， 而我
两手空空。 教导处朋张华先生和
班主任余顺民先生便主动热情地
安排我用他们的饭票到教师食堂
里去用餐； 有时要在城里住宿，
余先生就主动让房给我， 他自己
出去借宿。 那时， 堂堂县中老师
每人只有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小
房间， 里面仅有一床一桌一椅，

还有一只书架， 都很小。 余先生
微笑地把房门钥匙交给我时， 还
把一匝饭菜票放在小条桌上， 任
我使用。 那年月粮食定量供应，
每人每月只有20几斤， 还要 “瓜
菜代”， 老师自己都不够吃， 还
热情地省给我这学生吃， 现在想
起来仍然令我潸然泪下……

经校领导反复向县有关部门
推荐， 县文教局终于决定接收我
为顶编代课教师， 一代就代了10
年。 回想这10年代课教师生涯，
其间的辛酸一言难尽。 代课教师
工资低， 往往只有人家的一半，
但因为怕辞退， 工作不能有丝毫
懈怠。 因此， 10年间我曾多次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 优秀团员， 还
曾受到省级嘉奖。 但那一切对于
一个代课教师来说 ， 既不能提
职， 也不可加薪， 工资还是拿二
十几块， 其他福利更不沾边， 连
伤风感冒的药费都要自掏， 工作
量还要加倍。

我好不容易熬到了第10年，
即1972年， 县里专门拨了一个指
标， 让我在一所农村中学里转为
国家正式教师， 使我终于结束了
10年代课教师生涯， 走出了人生
的谷底……

后来我想， 人生不顺遂的事
处处皆是 。 无论你处于何种位
置， 身处何处岗位， 都会碰到这
样那样不顺的事， 需要极大的勇
气面对低谷带来的压力和打击。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用全部的心
力来面对低谷， 坚持与坚强地走
下去， 总会熬过去的不是吗？ 因
为时间就是有这种魔力： 任何东
西在它面前都终将会沉寂。

“我的理想是去北京 ” 。
在交通发达的年代， 这样的理
想让我们不以为然， 但是， 如
果了解到这是一位盲童在导盲
犬的陪伴下， 以步行方式来实
现的话， 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份
理想的沉甸分量。

这位叫小满的盲童如何实
现梦想？ 他在追梦的途中发生
了什么遭遇？ …….这一系列答
案浓缩在作家沈习武的儿童小
说 《追随狗的男孩》 当中， 沈
习武用十多万的文字， 为我们
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 尽管
小主人公一度被黑暗所笼罩 ，
但他在沈习武的安排下， 在万
千读者的祝福当中， 终究一步
步走向幸福。

小满是一位被收养的儿
童 ， 他在导盲犬旺旺的陪伴
下 ， 告别养母 ， 向北京进发 ，
在盘缠花光后 ， 他拉起二胡 ，
靠着卖艺所得维持着开销， 谁
料他的技艺引起了犯罪分子老
陈等人的窥视， 他们把小满挟
持后， 逼迫其乞讨挣钱。 恶人
狰狞的面目 ， 弱小幼童的无
助 ， 在充满曲折的情节里清
晰再现， 儿童乞讨等可辨识的
社会问题借助小说得以深度
揭披。

身陷囹圄的小满用热情和

真诚感染着小土豆等被控制的
乞讨儿童， 使他们的生活不再
灰暗 。 为了完成去北京的目
标， 小满在导盲犬旺旺的协助
下， 出逃了几次， 但都被狡猾
的老陈一伙抓回， 最后老陈等
人决定把始终不屈服的小满卖
给另外的犯罪团伙， 但是在押
送小满途中， 出了车祸， 小满
借机脱身， 准备离开时， 他听
到老陈的救命声， 于是和旺旺
一起救出了老陈。 当然救人之
前， 小满是有过激烈的心理斗
争的 ， 这种设计符合人之常
情， 赋予了行善者更光辉的力
量， 小满以德报怨的行为， 提
升了小说的思想哲理。

小满最终实现了 “去北
京” 的理想， 但不可忽略的是
小满养母在背后的守望， 在小
满走后， 其养母一直在关注和
寻觅他， 以致在越来越多好心
人的支持下， 成立了追寻小满
踪迹的公益网站———星星网 ，
尽管小满养母的形象只是零散

化地出现小说当中， 但不可忽
视她和小满之间这种血浓于水
的亲情， 小满身上的优良品质
也得益于她的培养。

这部小说的特色还在于沈
习武对导盲犬旺旺的生动描
写， 它和小满在一个命运共同
体之内， 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
小满 “不能说话的同伴 ”， 它
的忠诚、 懂事、 乖巧， 与反面
人物的恶行， 形成强烈的视角
反衬， 行为的冲突和碰撞， 让
文本叙事的层次性更为丰富 ，
当然也无形地以便于孩童接受
的方式转达了善良。

沈习武在小说前页写道 ：
“献给你 、 我 ， 以及正在为梦
想而奋斗的她和他 ”， 他的创
作感言告诉我们， 梦想没有简
单与复杂的划分， 也没有卑微
与高贵的区分， 实现者可以是
孩子， 也可以是成人， 绘制梦
想， 勇敢地去实现， 我们的人
生， 我们所处的世间， 都会变
得丰盈而充实。

盲童的理想
□李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我的故乡在海淀区温泉镇温
泉村 ， 地处大西山风景区西北
段， 是上风上水的好地方。 这里
山水荟萃， 名胜古迹、 园林别墅
众多。 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陵
园就建在温泉显龙山上。 温泉村
西北面的路同大觉寺、 鹫峰、 阳
台山、 凤凰岭连成一线。 京密引
水渠像条绿色的玉带穿镇而过，
依山而建的自然村落， 古朴建筑
与引水渠北岸近五年来蓬勃兴起
的一片片中关村科技园区现代化
建筑相互媲美。 特别是近十多年
来， 修建的一条条平坦、 宽敞的
马路犹如一串串项链镶在青山绿
水之间， 登高远望， 温泉镇如同
一幅天然的水墨丹青画卷。

改革开放给温泉古镇带来了
深刻巨大的变化， 如果用 “日新
月异” 一词述说她的面貌实不为
过。 我是故乡人， 爱说故乡事，
说起故乡的变化， 我感触最深的
还是故乡道路的变化———

故乡的路承载着两代人的企
盼。 温泉镇地处交通咽喉， 她的
东南方通向颐和园、 市中心， 西
北方通向阳坊南口， 西南方通向
军庄雁翅。 过去这里虽属交通要
道， 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是
乡间的 “土公路”， 不但路面是
黄土的 ， 坑洼不平 ， 还没有路
灯， 夜间一片漆黑， 出行困难，
遇有暴雨山洪还时常断路。

我记忆中的1954年秋， 一天
傍晚母亲在帮助一户军属收玉米
时， 马车陷入村东路的泥坑中 ，

在向外推车时， 不慎右脚被压伤
造成骨折， 后来村妇女主任来家
看望， 临走时拉着母亲的手说：
“嫂子， 这回您就在家好好歇歇，
将来咱这里的路一定会修得平平
坦坦 ， 通上电灯亮亮堂堂的 。”
我曾经问过母亲， 你们那天说的
话是真的吗？ 母亲说： “咱们靠
山根的村子祖辈留下的路就不
平， 夜晚走路摸黑看不清磕磕绊
绊的， 现在解放了， 全村人都盼
着修路呢。”

难以忘怀的故乡 “红色小
路”。 初中时学校组织革命传统
教育， 一次， 请了位老八路作报
告， 他说： “抗战时期， 北平地
下党组织为取得同平西抗日根据
地和延安的联系， 社工部和平西
根据地的首长历尽艰辛开通了经
西直门—颐 和 园—温 泉 —阳 台
山—涧沟的地下秘密交通线， 交
通员们将生死置之度外 ， 同日
寇、 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 巧
妙地摆脱敌人的跟踪和层层关卡
的盘查， 及时传递重要情报， 并
通过涧沟联络站秘密电台同党中
央保持密切联系。” 他说： 这条
看似普普通通的小路是当年北平
地下党组织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
重要地下交通线。 它在夺取抗日
战争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
要作用。 历史表明党指引的路是
光明的路， 是老百姓奔向幸福生
活的路。

我是故乡人， 回看故乡路 ，
近十几年家乡道路发生了令人振

奋的变化， 温颐路、 温阳路和新
建的北清路， 均已改扩建成为省
级或国道级标准公路： 双向四车
道、 两侧辅路， 快车道中间设有
绿化隔离带， 辅路两侧除行道树
外 ， 还建有几十米宽的绿地林
带， 现代化的电子交通设施， 高
等级沥青路面， 道路两侧的照明
设施， 明亮、 新颖。 六环路如彩
虹经镇西北凌空高架， 特别是新
建的地铁16号线， 使古镇温泉有
了地下直通市中心的钢铁巨龙。
其快捷、 安全、 舒适， 优良的乘
车环境， 堪称世界一流的地铁。

故乡的彩虹路引来了金凤
凰。 近年来， “中关村环保科技
示范园” “云计算中心” “航天
部五院” 等一大批高端科技产业
项目在古镇落户。 望着这如织的
公路网， 流光溢彩的道路， 我在
想， 故乡的路啊， 就是人民心中
的梦之路； 我在问， 两个百年目
标在召唤 ， 智能路现已初现端
倪， 到那时， 故乡的路啊， 你将
会是什么模样？
（作者为北京市总工会退休干部）

再看故乡的路 □那士清

———读儿童小说 《追随狗的男孩》

在在那那人人生生的的谷谷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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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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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