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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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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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
《诗经》

年少时读 《诗经》， 只
觉得它像一部爱情诗集 ，
《关雎》 中有男子对窈窕淑
女的热切追求， 《子衿》 中
有女子对青衿书生的思念和
爱慕， 《蒹葭》 中有对在水
一方伊人的痴迷和遐想 ，
《木瓜》 中有男女之间不分
贵贱的真爱馈赠。

如今重读 《诗经》， 感
受得更多的是那远古时期扑
面而来的和风暖阳， 是古人
们在田间劳作的美丽身影，
是他们采摘收获后的忙碌、
喜悦以及字里行间处处洋溢
着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诗
经》 里的诗就像一部部微电
影， 为我们展示了三千多年
前古人们耕种 、 采摘 、 狩
猎 、 祭祀 、 婚嫁的生活场
面， 那是人类一代代传承下
来的生活方式， 更是先人们
淳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诗经》 中描写了诸多
可爱的劳动者形象 ： 《卷
耳 》 中采摘卷耳的美丽女
子， 因为思念当兵的丈夫而
神情忧伤 ， 终究采不满浅
筐； 《葛覃》 中那个采葛的
女子 ， 脸色红润 ， 葛衣布
裙， 一路欢喜地走来， 她一
边采葛一边在葛藤中间穿梭
哼唱； 《芣莒》 中的农妇手
挽竹篮， 正在采摘车前子，
她先是用手捋草籽， 继而用
裙子兜着采好的草药倒进竹
篮。 她和同伴一边劳作一边
愉快地闲谈着。

春日阳光明媚， 微风吹
拂， 劳动就会有收获， 劳动
也使人愉悦。 《诗经》 里的
《七月》 一诗， 其中的劳作
场面更为壮观， 可以说涵盖
了一年四季， 让我们再来看
看先秦时期的人们的生活场
景吧———春天男子下地耕
种， 妻子领着孩子把饭送到
了田间。 年轻的姑娘在鸟儿
的啼鸣声中采摘桑叶和白
蒿。 人们有的上山打猎， 有
的在织衣染布， 有的在收获
庄稼， 有的在煮豆酿酒， 有
的在采摘李子、 葡萄， 有的
在冬天来临之前修整房屋。
一年之中日复一日， 他们忙
碌而充实。 古人们周而复始
地辛勤劳作着， 享受着生活
的乐趣， 也在劳动中寻找到
了生活的希望。

《诗经》 中的劳动者是
美丽可爱的， 他们的生活是
安静平和的。 男子在外耕种
狩猎， 女子在家采桑织布，
哺育子女。 这种自给自足的
农耕生活方式， 陶冶出了自
然平和、 恬淡悠然的心态，
是一幅充满了美丽和谐的社
会图景。

品读着《诗经》，感受着
远古的和风， 欣赏着古人们
的劳作场景， 心中不禁涌出
阵阵暖意。 让我们在今天这
个浮躁的社会中，寻觅到了
安宁， 抚慰了疲惫的心灵。

□二马

农历猪年春节， 已转行成为
公司宣传员的我随公司领导慰问
了在岗值班的员工。 看到员工们
欢乐祥和的笑脸， 不由得让我想
起一个难忘的春节。 回家翻开当
年的照片， 一件件往事又清晰地
浮现在我的眼前， 显得那么近，
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那是2007年丁亥猪年春节的
头两天， 大家都在忙着年末的收
尾工作， 采购年货， 迎接农历猪
年的到来。

部门领导突然接到南京机务
段的急电： “火车机头发生了故
障， 为了不影响整个春运期间的
运行， 需要把所有的机车进行检
修， 请贵司协助。”

南京机务段维修人员少， 维
修技术人员更是缺乏， 项目工作
量非常大。 我们在北京， 是原铁
道部指定的机车维修单位， 经请
示公司领导后， 部门领导马上组
织由16人组成的抢险队伍， 大年
二十九晚上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南
下的列车。

大年三十儿早上我们到达了
南京， 没顾上休息， 马上进入了
维修现场进行抢修。 经过一天的
工作， 晚上10点第一台修好的机
车缓缓地开出了 。 零点钟声响
起， 外面到处是炮竹声声， 礼花
满天闪烁， 可我们从头到脚全是
油， 像十几个油耗子， 看着对方
都笑了。

工作完毕， 脱掉油乎乎的工
作服， 发现里面的毛衣、 秋衣、
秋裤全渗满了油 。 那时正值冬
天， 晚上洗完的工作服第二天根
本干不了， 我们自己带的衣物不
多， 怎么办？ 集思广益， 大家决
定工作服内套一件雨衣， 这样能
避免油渗入内衣。

可问题又来了 ， 雨衣不透
气 ， 工作中出的汗排不出来 ，
湿乎乎的 。 当休息的时候， 小
风一吹， 格外难受。 许多同事因
此而感冒发烧 ， 可大家没有怨
言， 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负责一道工
序， 如果缺位， 就会影响下道工
序正常运行， 整个工期都会受到
影响。

那时公司经费紧张， 为了节
约开支， 我们租了套两居室， 一
间睡八个人， 没有床， 我们搭地
铺。 每天工作回来最开心的有两
件事。 第一件事是吃饭， 我们分
工合作， 有买的、 有洗的、 有切
的、 有做的， 最后还有收拾的。
虽然做的饭菜非常简单， 但大家
吃起来格外香。

第二件事就是床了， 看到它
就像看到亲人似的 ， 马上扑上
去， 和它 “拥抱” 在一起。

南京机务段共有144台机车
需要进段维修， 时间又短， 最忙
的 时 候 一 天 要 维 修 五 台 车 ，
工 作 量可想而知 。 经过大家30
天的不懈努力， 144台机车的维
修工作全部完成。 当最后一台机
头缓缓开出的那一刻， 我们相互
拥抱在一起， 汗水和泪水交织在
一起……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 企业改
革改制， 我们的工作也发生了改
变， 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
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 见
面的机会也少了， 可我们每年都
要相聚在一起， 举杯畅饮， 回忆
往事。

生命中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经
历了， 每当谈到那年春节大家吃
住在一起抢修机车的往事， 我们
还是异常激动。 青春无悔。

“摇啊摇 ， 摇啊摇 ， 一摇摇
到外婆桥， 外婆夸我好宝宝， 请
我吃块大年糕。”

外婆家位于县城郊外， 因刘
姓人家居多， 故得名刘家坝。 外
婆生于兵荒马乱年代 ， 幼年丧
母 ， 随 后 其 父 抽 上 鸦 片 两 年
后 也 死了 。 外婆兄妹俩只能投
靠伯父 ， 小小年纪就煮饭 、 挑
水、 割猪草， 受尽白眼， 饱经生
活磨难。

外婆18岁与外公相识成婚 ，
共生了六个儿女， 生活贫困。 外
婆的脚仅有巴掌大， 严重变形。
她每天起早贪黑洗衣煮饭、 养鸡
喂猪， 攒足一筐鸡蛋就拿到县城
卖， 路不好走， 每次都得忍着脚
底钻心的疼痛。

家里孩子多， 吃了上顿愁下
顿。 外婆抽空帮人做衣裳、鞋垫，
熬更守夜赚点微薄的收入艰难度
日 。 有一年大旱 ， 庄稼颗粒无
收。 外婆咬牙将外公送她的定情
物一只银手镯卖了，才挨过饥荒。

三姨妈两岁时， 突然害了场
大病， 高烧不退浑身长满红疹。
没钱去医院只能拖着， 后来病得
越来越严重， 才四处借钱去了医

院， 医生说孩子没救了。 “闺女
还有一口气在， 我不能丢下她。”
外婆把三姨妈抱回家， 到处寻土
方， 去庙里求神拜佛， 半月后，
三姨妈竟真的活了过来。 村里人
都不可思议， 说是外婆的真情感
动了菩萨。

不管日子再难， 外婆也没轻
易掉过泪， 与外公共同把儿女抚
养成人。 二舅17岁时， 外婆送他
当了兵 。 二舅所在部队远在西
藏 ， 环境恶劣 ， 透露出畏难情
绪 。 外 婆 不 识 字 ， 就 托 村 里
的 读 书人给二舅回信 ， 鼓励他
安心学本领， 为国家做贡献。 二

舅 谨 记 外 婆 教 诲 ， 在 部 队 一
呆 就 是20年 ， 转业后当上了税
务干部， 成为刘家坝第一个端上
铁饭碗的人， 这让外婆一生都引
以为傲。

记忆中， 外婆慈眉善目， 头
发齐整地挽在脑后， 系一根蓝色
围腰 ， 说话轻言细语像唱歌一
样。 每次刚到院门口， 外婆就笑
吟吟地出来唤着我的乳名： “惠
儿， 来啦？” 我喊声 “外婆”， 一
头扑进她怀里。

外婆从坛子里抓出瓜子胡豆
或是糙米糖， 塞进我的荷包， 香
喷喷、 甜丝丝的。 最馋的是外婆

烙的葱油饼， 又香又脆。 外婆裹
的碱水粽也是一绝， 小巧玲珑，
蘸上白糖吃， 香软不粘牙。

一次， 和外婆去后坡上摘橘
子 ， 我看隔壁家的橘子又红又
大， 便想去摘， 外婆拉住我说：
“别人的东西不能乱摘， 做人不
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当时并
没真正体会到话里的含义， 长大
后才明白外婆是在教我做一个正
直善良的人。

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外婆的一
头青丝， 她从不避讳生死， 亲手
为自己做了老衣和亲人的孝服，
并交代好自己的后事。 前年外婆
百岁， 记忆力衰退， 说话也没条
理。 去年， 外婆患胆结石医治无
效， 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 成为
刘家坝屈指可数的百岁老人。 外
婆下葬那天， 村里几百号人都赶
来送她最后一程。

有关外婆的记忆， 温暖着我
整个人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久
弥新， 她乐观豁达、 善良坚韧的
品格让我受用一生。 午夜梦回，
外婆依旧笑吟吟地唤着我的乳
名， 我吃着葱油饼， 和外婆一起
坐在月亮下数星星。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青春无悔
□张浩 文/图

外外婆婆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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