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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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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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茅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
家、 文学评论家以及社会活动
家 ，小说 《子夜 》《春蚕 》等代表
作， 是他留给广大人民的精神
食粮。

茅盾不但才华出众，而且还
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他半途
弃稿扶持新人的故事， 更是感
动着文坛界的每一个人。

1931年春天 ， 出版家舒新
城邀请茅盾来翻译长篇小说
《简·爱 》。 之前 ， 茅盾看过市
面上所翻译的《简·爱》，他觉得
市面上出版的译文删节太多 ，
对原著影响很大， 为了让读者
读到 “正宗” 的 《简·爱》， 茅
盾应允了舒新城的请求。

随后， 因为战争的原因茅
盾不得不中止了翻译工作， 直
到1935年4月， 随着战事暂时告
一段落， 茅盾才重新开始翻译
工作。

这天， 因翻译交期问题茅
盾需要和舒新城当面做一些沟
通 。 来到舒新城的办公地点 ，
茅盾才得知对方外出办事需要
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考虑到来
回折腾更耽误时间， 茅盾决定
坐在办公室里等待。

等待的时间是难熬的 ， 喜
欢看书的茅盾在经过一番犹豫
后拿起舒新城办公桌上的一本
书稿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 茅
盾发现， 桌子上的这本书稿是
李霁野翻译的 《简·爱》。 好奇
心使得茅盾看起了书稿， 看了
好几页之后， 茅盾觉得李霁野
翻译的 《简·爱 》 非常到位并

且整套书都已经翻译完毕了 。
这样一来 ， 茅盾有些想不通
了， 既然已经有人翻译得特别
好， 为什么舒新城还要找自己
翻译呢？

就在茅盾左思右想之时 ，
舒新城回到了办公室。 舒新城
一回来， 茅盾直言不讳地说出
了自己的疑问。

原来， 李霁野早在一个月
前就送来了自己自行翻译的作
品， 直到李霁野离开之后舒新
城 才 知 道 李 霁 野 翻 译 的 是
《简·爱 》， 舒新城在简单看了
李霁野翻译的作品后， 觉得翻
译非常不错， 但考虑到已经启
用茅盾了， 如果这个时候提出
让茅盾终止翻译， 舒新城觉得
十分不妥！ 还有， 最为重要的
一点 ， 李霁野虽然翻译得不
错， 但他在翻译界没有名气，舒
新城不想为此承担出版风险 ，
所以他准备回信婉拒李霁野。

听完舒新城拐弯抹角的解
释， 茅盾总算是明白李霁野翻
译书稿的由来 ， 紧接着茅盾
说： “李霁野翻译的 《简·爱》
相当不错 ， 和原文误差很小 ，
这样吧， 这本书我就不再翻译
了， 你们就出版李霁野翻译的
作品！”

茅盾的话一说完， 舒新城

急了： “那怎么行！ 这本书您
已经翻译了三分之一， 如果这
个时候停下来， 对您太不公平
了。 还有， 李霁野在翻译界没
名气， 我担心会影响发行的！”

听了舒新城的大实话， 茅
盾笑着说： “我翻译多少倒真
的无所谓， 我当初答应你翻译
《简·爱 》， 主要是因为市面上
出版的 《简·爱 》 没能翻译出
原著的水平。 现在已经有人翻
译好了， 我就不需要再浪费时
间了。 李霁野已经完工了， 不
能让人家白费功夫啊！ 还有更
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给新人机
会， 才能让文学百花齐放。 既
然你担心发行问题， 大不了到
时候我隆重推介一下！”

后来， 李霁野在得知事情
的内幕后 ， 感激地流下了泪
水。 要知道如果不是茅盾先生
的半途弃稿， 李霁野想在翻译
界出人头地， 那可就太难了。

再后来， 受李霁野翻译事
件的影响， 茅盾在临终前拿出
自己25万元稿费设立了茅盾文
学奖， 其目的就是为了扶持新
人， 让更多的新人有崭露头角
的机会。

茅盾文学奖的设立， 为中
国文学能够欣欣向荣的发展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朝元茅盾半途弃稿扶新人

1982年10月， 我的工作之旅
从电车公司一场102路车队起航。
我曾先后从事过团支部书记、 工
会主席等工作， 也先后在几个不
同车队工作过。 一晃36年， 我从
一名普通的售票员逐步成长为一
名车队的基层管理人员， 留下了
许多难忘的记忆。

1984年冬天， 滴水成冰， 寒
风刺骨， 当时我在电车102路车
队担任团支部书记。 正值单位开
展冬运互助活动， 每天早高峰，
我都要组织七八个团员青年在菜
市口北行站维护站台秩序。 当时
乘车人特别多， 车来了以后， 大
家帮助乘客有序上车， 劝阻扒门
的乘客， 忙得不可开交。

忙完了早高峰， 继续忙晚高
峰 ， 坚持了整整一个冬天 。 不
过， 看到井然有序的运营秩序，
大家感到很充实， 觉着所有的付
出都值了。

现在， 随着公共交通线路的
增多以及私家车的普及， 乘客出
行越来越方便， 留乘的现象消失
了， 冬运推人的景象也成为了历
史记忆。

2008年夏天， 伴着绚烂夜空
的礼花， 北京迎来了满载世界人
民崇敬与期许的第29届奥运会。
当时， 我在电车108路车队担任
工会主席。 车队工会紧紧围绕迎
保奥运工作， 以车队运营生产 、
安全生产为中心， 加强培训教育
职工力度， 开展多种竞赛活动、
家访谈心活动 ， 调动职工积极
性， 圆满完成了奥运交通服务保
障工作。

奥运期间， 除了工会相关工
作， 我还要到鸟巢前公交场站值

岗， 比赛散场后要跟车服务， 如
站台指挥、 疏导乘客、 解答乘客
问询等。 每天的工作虽然很累，
但感觉充实而又快乐。 特别是线
路的调度员刘非、 李诺， 她们经
过选拔、 多次培训， 参与了媒体
村服务， 任务是在媒体村负责车
辆调度工作， 直接为采访奥运比
赛的中外记者服务。 当时条件比
较简陋， 她们每天头顶烈日， 从
早到晚连续工作12个小时， 天天
如此。 奥运会结束后， 她俩晒得
皮肤黝黑。

刘非在奥运会结束后回忆时
说的话， 我至今刻骨铭心。 她说
上会服务期间， 有一天， 4岁的
女儿问她： “妈妈你每天回来这
么晚， 什么时候带我玩儿去呀？”
她说： “等我这段时间忙完了。”
女儿用似懂非懂的语气对她说：
“你是不是上奥运会呀？” 她微笑
着说 ： “对 ， 你怎么什么都知
道？” 女儿说： “奥运会全世界
都知道， 妈妈你太棒了， 我支持
你， 加油！” “是啊， 正是有家
人的支持， 我才能放心地工作；
正是有领导的信任， 我才能有机
会上会为奥运服务， 这是一个神
圣的任务 ， 是我一生的荣耀 。”
刘非感慨道。

公交事业的发展， 离不开这
些优秀员工无私的奉献、 默默的
坚守。 建设让乘客满意、 国内领
先、 国际一流的现代公共交通综
合服务企业， 我们要依靠先进的
科学技术 ， 依靠顶层科学的设
计， 更离不开广大职工的支持和
辛勤努力。 我相信， 搭乘经济快
速发展的快车， 首都公交也会蓬
勃发展， 越来越好。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我们家算是个会计世家。
父亲做了30余年的村会计。

那时候还不叫村， 叫生产大队。
父亲有个外号 ， 叫 “铁算盘 ”。
他有一把绛红色的算盘， 算盘一
端有根布带子。 父亲每天进进出
出都挂在身上， 就像现在人们的
手机一样， 不离身。 每天晚上临
睡觉前， 父亲都要在煤油灯下，
噼里啪啦打一阵算盘， 盘点一下
当天的账目。

特别是到了年底 ， 大队盘
点， 每个社员有多少工分， 该分
多少红， 说分红是个笑话， 基本
上是家家户户超支， 就算超支，
账也得算出来。

父亲左手翻账本， 右手修长
的五指 ， 快速灵巧地拨动着算
珠 ， 耳边只听得哗啦啦的算珠
响。 见过父亲打算盘的人都说，
看父亲打算盘简直是一种享受，
他翻飞的五指， 如蜻蜓点水， 似
彩蝶翩跹， 就像琴师正在弹奏。
你还沉浸在如小桥流水般的算珠
碰响中，不觉“水”声却没了，原来
是父亲的一个账本打完了。 那把
算盘， 算珠被父亲的双手打磨得
闪闪发亮， 似乎有了一种灵气。

分田到户后， 生产队的账目
少了 ， 乡亲们的账目却多了起
来。 有人卖了猪， 来找父亲帮忙
核核有没有算错 。 有人抓个猪
崽， 要问问父亲那零头该四舍还
是五入。 有外地的小贩与村民起

了争执， 都会来找父亲， 让父亲
断个公道。 父亲每次也都乐呵呵
的， 处理得不偏不倚， 双方都十
分服气。

我读书时， 学校还开有珠算
课。 父亲也十分认真地教我珠算
口诀： “三下五去二， 四下五去
一……” 父亲总是教导我， 说：
“学会了算盘， 你这一辈子就不
愁没有饭吃。” 可我对算盘始终
没多大兴趣。

1990年 ， 小妹财会中专毕
业， 进了乡信用社工作。 上班第
一天 ， 父亲送给小妹一把新算
盘 。 那时候信用社还是手工记
账， 不像现在有银行卡。 储户存
完钱开一张存单， 手工填写储户
姓名、 存款金额等信息后， 加盖
信用社公章。 计息结账、 信用社
内部往来对账等， 凡是计算， 一
律都用算盘 。 小妹秉承了父亲
“铁算盘” 的风貌， 一把算盘打
得风生水起， 出神入化。 在信用
社系统组织的珠算比武中， 小妹
多次获得名次。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信
用社开始安装了台式电脑。 手工
记账变成了电脑录入， 计算器也
逐步取代了算盘， 柜台内很少再
听到算盘珠的响声。 小妹所在的
信用社也改制成了农村商业银
行。 现在， 随便再去无论哪一家
银行， 你要是问算盘， 一定会被
人当外星人看了。

2015年，女儿财经大学毕业，
经招考也进了一家银行工作。 上
班前，女儿回了一趟老家。父亲十
分高兴， 说：“我们家这下又有了
一个会计，是会计之家了。 ”

父亲当时拿出一把算盘， 要
送给女儿。 那把算盘不知父亲在
哪儿淘的， 很小， 还没巴掌大 ，
仅具观赏功能。 90后的女儿笑父
亲： “爷爷， 你送这个给我干什
么， 现在还有哪儿还用这个啊！”

父亲说： “我知道现在不用
算盘了， 我还要送给你， 一是要
你记住我们这个会计之家 ； 二
呢， 爷爷和你姑姑都做了一辈子
会计， 我们没算错过一分钱账。
希望你也保持这个家风， 走好人
生中的每一步路。”

一把算盘， 不仅见证着时代
的变迁， 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
责任。

算盘人生 □韦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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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源 文 / 图

我我与与电电车车的的故故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