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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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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幸福
□□冉冉庆庆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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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先生是文化圈里的名
人。 他是著名收藏家、 古董鉴赏
家、 艺术专栏作家， 却很少有人
知道他年轻时还做过出版社编
辑， 写过文学作品。

如此丰富的跨界身份， 也正
如这本 《小文65》， 涉及门类特
别广泛。 书中精心收录马未都近
15年来所写的序和跋， 每篇文章
虽然不长， 却可以将其所在领域
内的知识， 小到细枝末节， 大到
人文历史， 都系统地梳理一番，
小文之 “小” 耐人寻味。

这几年， 传统文化热再次回
归， 但传统文化并非全部都是精
华， 还需要精挑细选， 对自己有
用的才值得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学
习。 这个途径如何选择呢？ 《小
文65》 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书中内容涉及收藏 、 文化 、
艺术、 建筑、 文学、 社会等方方
面面， 号称 “上下五千年， 诗书
礼乐经”， “一册在手， 胜读百
科”。 每篇文章虽然 “小”， 却能
够在寥寥数语间， 将该领域的历
史梳理得较为清晰。 所谓博学，
那么多的知识量， 就是在这样的
“点点滴滴” 间积累起来。

马未都从他擅长的收藏、 古
董谈起 ， 不但以简明扼要的语
言， 帮我们了解相关行业的知识
和术语， 还讲了不少做人的准则
和道理 ， 寓意深刻 。 比如 《打
眼》 一文， 不仅阐述了打眼的意
义， 还讲了人性的弱点， 更提出
了防范 “打眼” 风险的建议———
“戒贪”。

私有意识出现于人类社会那
一刻起， 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随
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戒贪。 人性
的弱点是会被利用的 。 防止打
眼， 戒贪极其必要， 其次才是努
力认真地学习各类知识。 马未都
的文字并不算深奥， 但足够的深
入浅出， 并且易于理解， 看他的
“小文” 很长见识。

许多人看书 ， 并不喜欢看
序。 其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但我以为， 其中必然存在这样的

缘由： 有很多书的序， 其实跟内
容毫无关联， 只是对作者没有原
则的吹捧， 令人读之反胃； 也有
一些书的序， 虽然跟内容紧密相
关， 但是序作者好卖弄， 爱掉书
袋， 写得洋洋洒洒， 读之索然无
味， 让人望而却步。 但马未都认
为： 序放在书首， 如戏之序幕，
曲之序曲， 可以为书定个调子，
也可以大致了解一下该书的内
容； 而跋则置于后尾， 有个总结
的说法 ， 让自己和读者一同心
安。 所以， 马未都觉得 “读书可
以粗读， 也可以精读， 但万万不
可以半途而读 。 读书理应先读
序， 可以事半功倍， 品味书中奥
秘， 当从序始。”

这就对序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好的序应该言之有物， 有
话则长， 无话则短， 言简意赅”。
有感于时下很多书的序 “溢美之
词多于中肯意见， 阿谀之风湮没
真 实 情 感 ” ， 马 未 都 作 序 时 ，
“先读其书， 再想如何动笔， 大
多数文章都控制在千字以内， 为
的是让读者有耐心读完 ” ， 且
“多数书作序前逼迫自己认真想
通某个问题 ， 方可谨慎下笔 ”，
绝不 “以其昏昏 ， 使人昭昭 ”。
所以， 《小文65》 这本合集实在
是一本诚意之作。 书中所体现的
马未都为人为文的态度， 确实值
得学习。

现代社会是一个称得上日新
月异的社会， 节奏很快， 能够静
下心来去做研究的人还是不多，
更多的人获取知识的途径， 除了
学校学习、 自主学习， 还可以通
过网络等新媒介来进行知识的积
累和沉淀。

在电视上 “露面 ” 甚多的
马未都 ， 在收藏方面耕耘多年，
其见解独到和精细程度都是可以
信赖的 ， 逐渐成为了一个 “标
杆 ”。 我们不妨可以对照检查 ，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寻找一个
捷径。 因为站在别人的肩上， 有
助于自己走得更好、 更快、 更具
有针对性！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荆墨

小文之“小”耐人寻味
———读马未都新书 《小文65》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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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哲哲//文文 李李东东学学//图图

骄阳似火的六月 ， 我 赤 脚
走在刚搬进的新楼房光洁的地
板上， 看着阳光一泻无遗地照
在阳台上那些生机盎然的花草
上， 环视着家里新买的彩电、 音
响、 电脑、 跑步机和停放楼下绿
树间那辆锃光瓦亮的小轿车， 闻
着各种家具飘散的木料芳香， 享
受着空调吹来的阵阵凉风， 我不
禁想起了六十年来我们几次搬家
的往事。

听母亲讲 ， 我家第一次搬
家， 是1959年8月从风雨掀去顶
子的破屋搬进崭新的泥垛墙房
子。 因为家庭贫困， 四间房的地
方仅盖了三间， 院子也很小， 更
没有像样的家具， 但刚结婚不久
的父母亲还是高兴了好几年。

不久后有了大哥和我， 十几

年后， 两个弟弟先后出生， 房子
就越发显得拥挤了。 母亲就常常
满脸愁云地念叨： “什么时候能
换个房子呀。” 就连她自己也没
想到， 那年秋天梦想成真了———
父亲用努力养兔养蚕割草攒下的
一点儿积蓄， 拆了泥垛房， 建起
了砖坚脚、 嘎拉木、 半砖半坯墙
的四间新房， 并盖了三间南屋。
看起来比泥垛房坚固漂亮多了。

父母抑制不住少有的高兴和
激动， 扔了使用多年的那少得可
怜的三件腐朽家具， 找来当地比
较有名的木匠做了木床、 衣柜、
桌子、 储物柜等新家具， 又到街
店买了一部收音机， 还买回一辆
半新不旧的自行车。

时光流转。 1978年末，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村里土地
承包到户， 父亲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发家致富积极性 ， 跟母亲商
量， 整功夫大种棉花， 工余养殖
牛猪羊、 加工柳编制品。 谁想，
只八年时间， 就成为了村里 “先
富起来” 的典型。 父亲说， 这嘎
拉木房， 听起来新奇妙曼， 可也
得年年泥水泥墙泥屋顶子， 实在
是太落伍了。 就跟母亲合计着动

“大工程”。 两个月后， 我们家就
搬进了石头、 砖木、 钢筋结构的
四合院。 新房封顶那天， 帮忙的
六七十口子街坊看着庄园般的十
几间红瓦房都禁不住欢呼雀跃，
小弟眼含激动的泪水放了一刻钟
的火鞭。

2002年， 83岁的父亲撺掇小
弟建前出厦大房。 弟弟申请了宽
大的宅基地， 精心组织施工， 很
快搬进了更宽敞更结实更漂亮的
新四合院。 墙壁是水磨石， 室内
还装修了一番，各类时兴新家具、
电器一应俱全， 那贴着 “幸福之
家”瓷瓦的门楼更是出奇得高大，
拖拉机、 三轮车、 联合收割机等
直接开进了院里花草绿树旁。

去 年 初 ， 小 弟 找 来 建 筑
队 ， 要建一座二层楼。 但刚开
工就被村里拦下了， 说这里要建
工厂。 后来， 全村各户都搬进了
社区楼房。

这就是我家的搬家史， 越搬
日子越红火， 越搬感觉越幸福。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普通
老百姓的住房变化， 是伟大祖国
70年变迁的真实写照， 是伟大祖
国蒸蒸日上的一个幸福的缩影。

2019年6月16日 星期日 阴有
小雨

今天， 收到了人生第一份父
亲节的祝福， 也又一次地给父亲
送上自己的祝福。 是的， 身为人
子的我， 同时也身为人父。

曾经， 与父母关系良好的我
对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颇不以
为然。 但是， 随着孩子的不断成
长， 对这句话反而越来越认同。
她从小臂长短到高过餐桌， 从只
会哭喊到流畅说话， 从无力翻身
到步履如飞……这短短两年半
间， 看到孩子进步的喜悦背后总
有无数辛酸， 却又能与谁说？ 唯
有父母。 因为只有他们才与你共
同成长， 看你进步。 所以， 在接
过那简单的奖杯， 听到那声稚嫩
的 “节日快乐” 时， 心中百感交

集。 喜悦有之， 激动有之， 宽慰
有之， 但是更多的， 却是决心与
担当， 助她健康、 快乐成长的决
心与担当， 想来与父亲听到我的
祝福时的心境当无区别。

翻看朋友圈， 各种状态自然
都是父亲节主题： 餐厅聚餐， 父
子同游， 三代同堂……但是， 其
中却鲜有同事们的身影。 他们的
状态中， 更多的是在岗位奋斗，
无法与子女共度节日的遗憾。 常
言， 父爱如山， 这座山难道如此
轻飘？ 非也， 非也。

身处北京这座国际大都市，
作为承担首都供电安全稳定职责
的电力人 ， 肩上挑的不仅是小
家， 更有大家。 寂寥的监控屏幕
前、 深暗的电力隧道中、 阴雨下
的工地里， 在这样一个阖家欢乐

的日子里， 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 甚至因为这个特殊的
日子， 工作得反而愈加仔细。 因
为他们知道， 他们在父亲节的缺
席 ， 却保障了游乐场的父子同
欢， 保障了炎热夏天中清凉的天
伦之乐， 更保障了夜色中无数家
庭温暖的节日聚会。

深埋在地下， 粗细不一的电
缆， 连接的不仅仅是变电站， 连
接的还是你、 我、 他， 更是千家
万户的美满生活。 电缆中流动的
也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电力 ， 更是电缆人满满的责
任、 担当与爱。

父爱如山 ， 深沉 、 沉默 。
“缺席 ” 的父爱不曾真正缺席 ，
电之所在， 便是父爱。

大爱无言。

父爱
ddee“缺席”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在这70年中， 也许您或
您的先辈上过战场， 迎来了新中
国诞生的黎明； 也许您或您的先
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
诚； 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 见
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 也
许您的名字就叫 “建国” ……

即日起， 本版开展 “我和我
的祖国” 征文活动， 征文围绕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 ， 以 “个

人” 与 “国家” 的关系为视角，
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 追求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各
行各业的发展成就。

稿 件 要 求 ： 800 -1200字 。
来 稿 请 注 明 “我和我的祖国 ”
征文活动， 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
人信息。

来稿请发至 ： ldwbgh@126.
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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