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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梁惠娣

创意“达人”李渔

我和我的祖国

□□王王会会敏敏

变 化

翻开远去的时光， 留下的
照片泛黄， 留下的故事回味悠
长， 留下的记忆让人难忘。

这个故事还得追溯到爷爷
那个年代 ， 那时候因为路不
好， 走一趟亲戚要花费很多的
时间和钱， 当时的日子过得紧
巴， 一年难得了解到对方丁点
儿音讯， 还记得在东北工作的
二爷 ， 第一次给爷爷打的电
报， 用寥寥数语传递着信息说
想念他了， 如果有机会希望爷
爷去一趟。 因为经济的束缚 ，
爷爷也未能如愿， 他跑到学校
找村里的教书先生， 写了好多
芝麻点儿的事， 若不是教书先
生强行停写， 真不知道要用多
少张信纸才能表达完他的感
情 。 等信写好 ， 爷爷怕信丢
失， 赶着马车跑到十多里外的
邮局， 邮寄了封挂号信。 因为
心系彼此， 那种情无论多久都
是暖的。 每当爷爷回忆这些往
事， 他的眼角储满了泪水。

轮到爸爸这个年代， 为了
养活一家老小， 考不上学的壮
丁都出去打工做生意， 凭着一
股韧劲儿， 在外面混出了一片
小天地， 有的干起了包工头，
还有的当起了小老板。 腰里挂
BP机的人越来越多 ， 手里拿
大哥大的大有人在。 还记得学
校让交学费， 我跑到小卖部给
爸爸打了个传呼 ， 几秒钟不
到， 爸爸就回过来电话， 几天
后， 一张汇款单就到了。 大队
的喇叭里传来通知我取汇款单
的声音， 那时， 我真心体会到
电话的方便。

变化如同春风似的迎面扑
来， 还记得刚流行QQ时， 我
便用网络与外地的老师做交
流， 通过聊天， 谈思想、 谈见

解， 也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些帮助。 有次公开课， 热忱的
网友为我提供了课件帮我解决
了突发事件， 若不是她的热情
帮助， 那次公开课也不会上得
有声有色。

现在的孩子赶上的时代更
好，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一
部手机在手， 不带现金， 只用
微信扫一扫就能轻松搞定。 如
果独步在街头无聊， 打开视频
与朋友面对面交流都可以轻松
实现。 除了这些， 还有深山里
的孩子享受城市里的老师远程
教学……足不出户， 就能让你
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若不是
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 若
不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时代， 谁
能掌控这么多优质资源？ 再看
看家里的小外甥女， 遇到不会
的数学题， 通过作业帮和学习
软件， 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
家长不用因为要找一个资料，
去图书馆耗费很长时间， 也不
用因为教不了孩子犯愁。 我庆
幸在当下感受到社会的巨变，
是新时代的春风， 让我们享受
了更多便利， 是改革的浪潮，
将我们的幸福指数变高。

发展的脚步匆匆地漫过大
街小巷， 作为八零后， 我愿意
用手中的笔， 记录一段情， 描
绘一段事 。 愿祖国与日月同
辉， 越来越好！

□□赵赵同同胜胜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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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是一个爱唠叨的人，
就性格而言， 他甚至显得有些笨
嘴拙舌。 不过， 那是对别人， 对
我， 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
旦启动他的唠叨程序， 就像刹车
失了灵一样 ， 压根儿就停不下
来。 于是， 我对父亲的唠叨就多
了几分忌惮。

父亲是个农村小学老师， 教
学水平在三里五乡有口皆碑。 他
30多岁才有了我这个儿子。 听母
亲说， 生我那天， 父亲高兴得语
无伦次， 说了好多令 人 啼 笑 皆
非 的 话 。 不 知 父 亲 对 我 的 唠
叨 是 不 是 那 时 坐 下 的 病 根 ，
反 正 自打我生下来 ， 父亲才添
了这个毛病。

父亲的唠叨并非空穴来风。
他曾经对母亲说， 儿子是块宝不
假， 但也得精雕细琢， 不雕不成
器， 不琢不成人。 识字不多的母
亲听得一头雾水， 父亲自顾自在
那里说得极为严肃极为认真。 母
亲说， 家里四个孩子， 只有我一
个男孩， 于是， 父亲对我格外偏
爱。 母亲甚至撇一下嘴， 说父亲
是个儿子迷。 我一脸的不服， 什
么时候唠叨也成了爱了？

父亲的唠叨闯入我的认知，
是我上小学那年。 那时学习的氛
围并不浓厚， 何况又是在农村。
但父亲不一样， 他是老师， 思维
有别于常人， 于是， 他把 “好好
学文化， 长大才会有出息” 之类
的话， 翻来覆去， 苦口婆心地叨
叨了一遍又一遍， 听得我浑身直
刺挠。 父亲甚至拿出了几本翻烂
了的旧书， 给我嘚啵嘚啵念个没
完 ， 后来我才知道 ， 那是诸如
《弟子规》 《三字经》 一类的东
西 ， 是父亲偷偷摸摸藏在柜子
里， 好不容易才留下来的， 父亲
一直视若珍宝。

我是一路伴着父亲的唠叨考

上县里的高中的， 那是县中学间
断了10年后的首次统招， 我挤过
独木桥， 成了那个幸运儿。 头报
到那天， 父亲盘腿坐在炕上， 煞
有介事地唠叨了大半宿。 核心是
让我别辜负了来之不易的大好机
会， 别空失了大好光阴。 听得我
上下眼皮直打架。 听母亲说， 我
都睡着了， 父亲的唠叨声依然还
在延续。

高中几年， 父亲每个月都要
去趟学校 ， 把我叫到没人的地
方， 唠叨那些耳熟能详的话， 明
知道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父亲
根本就不管那些， 只管把想说的
话唠叨完， 才善罢甘休。

我高考中榜的消息把父亲的
唠叨烘托到了极致， 那天， 借着
酒兴， 父亲的唠叨也跃升到了一
个新的层次， 古今中外、 引经据
典， 嗓门时高时低、 节奏时快时
慢， 一堆简单道理、 一通人生哲

理， 听得我如醍醐灌顶， 茅塞顿
开。 我瞪大眼瞅着父亲， 敬佩之
情油然而生。 这还是我头一回这
么专心致志听父亲唠叨。

参加工作后， 离父亲远了，
但每次回老家和父亲对饮， 都能
听到父亲的千叮咛万嘱咐， 他是
怕儿子经不起社会上的各种诱
惑， 思想跑偏， 走了歪路。

父亲是今年春上走的。 头走
的前几天 ， 父亲的头脑还算清
醒， 说话虽时断时续， 但大多能
听得明白。 那天， 父亲把我一个
人单独留在身边， 用坚毅的眼神
瞅着我， 说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
踏踏实实做事， 规规矩矩做人，
别让人家瞧不起， 更不能让人戳
脊梁骨。

这是父亲的最后一次唠叨，
我攥着父亲的手， 含泪使劲点着
头。 我心里明白， 从此我再也听
不到父亲的唠叨了。

李渔是明末清初文学家、 戏
剧家， 他更是一个创意 “达人”。
看他的传世名作 《闲情偶寄》 可
知， 他的创意理念贯穿了他一生
的衣食住行， 渗透到了他所有的
生活细节中。

李渔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位
的人， 所以他在居室布置等方面
总有花样百出的创意， 使自己的
生活更舒适、 高雅。 例如： 他曾
经制作观山赏景的虚窗 ， 名叫
“尺幅窗”， 又叫 “无心窗”。 他
叫童子裁了几幅纸， 把家中的窗
户框装潢得像画框的样子， 然后
把窗户开着， 此时， 窗外的丹崖
碧水、 茂林修竹、 鸣禽响瀑……
无不跃进窗户来 。 坐在窗外观
赏， 窗户已不是窗户， 而是画；
山已不是屋后的山， 而是画中的
山。 此时窗外的任何景物与精美
的窗框浑然一体， 俨然一幅美丽

的堂画了； 他平生制作得最好的
窗户， 应当以 “梅窗” 为第一。
原来， 某年夏天发起了洪水， 把
他书房前的一株石榴树和一株橙
子树淹死了， 他看到倒卧的枯树
突发奇想， 于是吩咐工匠选取老
的枝干做成窗户的外框， 再选取
枯枝做成两株梅树， 一株从上面
倒垂下来 ， 一株从下面往上仰
接。 然后剪彩纸做成红梅和绿萼
点缀在疏枝细梗上， 俨然真的红
梅在绽放， 这样， “梅窗” 就做
成了 。 他的朋友见了他首创的
“梅窗”， 无不叫绝； 那时冬天没
有暖气， 李渔还有一招， 发明了
“暖椅”， 这一发明， 更为一绝！
“此椅之妙， 全在安抽屉于脚栅
之下 。 抽屉以板为之 ， 底嵌薄
砖， 四围镶铜。 置炭其中， 上以
灰覆， 则火气不烈而满座皆温，
是隆冬时别一世界。 况又为费极

廉， 自朝抵暮， 止用小炭四块。”
他说， 这种暖椅是在脚栅下安装
抽屉， 把炭放进抽屉里， 上面用
细细的灰覆盖 ， 便能使满座温
暖， 且花费极少， 从早到晚只用
四块小炭。 这真是很妙的发明！
一则小革新， 解决了大问题， 顿
觉人生充满意义。

李渔还是当之无愧的美食
家， 他的创意在吃的方面也表现
得淋漓尽致 。 他独创的 “八珍
面” 就是一例。 他的 “八珍面”
就是把鸡、 鱼、 虾的肉晒干， 与
鲜笋、 香菇、 芝麻、 花椒一起研

成细末， 和进面里， 加上鲜汤做
成。 他说： “以调和诸物， 尽归
于面， 面具五味而汤独清， 如此
方是食面， 非饮汤也。” 交游广
阔的李渔少不了在家待人接客，
为了让待客的米饭更好， 他有自
己的独门秘笈———就是将花露浇
在米饭上， 使米饭自然添异香。
办法则是 “预设花露一盏， 俟饭
之初熟而浇之， 浇过稍闭”， 然
后拌匀即可。 他还告诫， 花露浇
米饭， 应以蔷薇、 香橼和桂花的
花露为好。

一本 《闲情偶寄 》 翻看下
来， 我的心情无不为李渔出其
不 意 的 创 意 所 牵 动 。 他 说 自
己 “ 性 又 不 喜 雷 同 ， 好为矫
异”， 这句话正是他一生喜欢搞
创意的概括。

唠叨我的
那个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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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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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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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