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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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妍妍

我和我的祖国

月子婆娘的幸福生活

□赵闻迪 文/图

□高中梅

“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读冯骥才新书《世间生活》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最初学
画 ， 后以 “伤痕文学 ” 享誉文
坛， 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
1990年前后， 冯先生投身于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 为保护民族文化
遗产而奔波于大江南北， 被誉为
“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冯骥才最
新散文集 《世间生活》， 书写了
冯先生的人生经历和智慧， 是品
尽世间冷暖后的坚韧与豁达， 是
历尽苦难后的乐观与坦然 。 读
之， 感到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这本 《世间生活》， 收录了
冯先生的散文经典名作60余篇，
分 “人生感怀 ” “生活雅趣 ”
“人间生灵” “旅行印象” 四辑。
这里有冯先生对人生中的某些重
大际遇或亲友交往的感慨之作，
也有对世事的看法和感想； 还记
录了冯先生工作之余的生活趣
味 ， 有书画音乐 ， 更有遛摊寻
宝、 香烟美食， 幽默风趣的文字
流露出他 “物皆有情” 的真情感
悟； 不仅写了春秋冬夏、 花鸟鱼
虫， 更有世间之人、 人间之情；
还收录了冯先生游历国内外的自
然散文。 国内多地的走访名为旅
游， 实则文化守护之旅， 冯先生
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也在其间
悄然显露。

冯先生的文字充满了智慧的

观察与醒悟。 他不仅提供了细腻
的生活枝节， 而且直接指向精神
的内核， 当然， 还有观察世界的
角度。例如书中的《苦夏》《冬日絮
语》等篇章，都用一种平凡的意象
传达出深刻的哲思。 夏天是闷热
的、痛苦的，就像人生的耕耘期。
你必须耐得住寂寞 ， 忍得住痛
苦， 在不断的磨砺中走向成熟。
人生如四季， 在起承转合中呈现
出生命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正如冯先生概括的那样， 生
命“起始如春 ，承续似夏 ，转变
若秋，合拢为冬”。此刻，作家发自
内心、 贴近心灵的文字， 虽然质
朴，但是纯净天然， 引人深思。

生活并不仅仅是诗与远方，
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 冯先生在
《挑山工》 中， 写他在游泰山时
发现， 在游览过程中， 虽数次超
越一名挑山工， 但在休息时他也
总在与他们同地方休息。 不禁敬
烟攀谈， 工人想了一会道： “俺
们哪里有近道？ 还不和你们是同

一条道。 你们是走得快， 可你们
在路上东看西看， 玩玩闹闹， 总
停下来呗！ 俺们跟你们不一样，
不能像你们在路上那么随便， 高
兴怎么就怎么 。 一脚踩不实不
行， 停停住住更不行， 那样两天
也到不了山顶。 就得一个劲儿地
往前走， 别看着慢， 走长了就跑
到你们前面去了。 瞧， 是不是这
个理儿？” 这种不畏艰难的精神，
让人敬佩。

冯先生常说： “任何一种生
活， 都是对你的馈赠， 不要抱怨
生活。 生命的快乐， 是能量淋漓
尽致地发挥。” 我想冯先生定是
一个大爱之人 ， 爱亲人 、 爱友
人、 爱对艺术孜孜以求的民间艺
人、 爱所有为艺术献身的人们、
爱人间一切的美。

“我相信， 真正的冰冷在世
上， 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从这
句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冯先生对
人生、 对世间的深沉感悟。

冯先生 在 《日 历 》 中 说 ：
“生活的真正意义， 是创造每一
天， 在繁华之外、 浮躁之下， 拥
有一部分心灵生活， 把美好的东
西融入生命里。” 阅尽世间生活
的风雨后， 愿世人从冯先生的智
慧和感悟中获得启迪， 收获自己
生活的恬淡幸福。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情怀】15副刊２０19年 8月 22日·星期四│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吉言│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那年， 我应聘到电厂工作，
岗前培训结束后， 人事科长宣布
分配结果， 跟我同一批进厂的另
外三个女孩都被分配到机关， 坐
办公室， 只有我， 被分配到污水
泵房班。

人事科长给我们发了工作
服， 让我们等各自部门的领导来
领人。 等待的间隙里， 我们换上
工作服， 到门厅那儿照镜子。

我的工作服是一套肥大的藏
蓝色工装 ， 胸口印着几个红字
“污水泵房班”， 我想用手把字遮
住， 这时， 我在镜子里看见一个
笑容， 那笑容里似乎有同情和不
屑， 还有几分居高临下， 像针一
样扎人。

我回头一看， 是跟我同一批
进厂的丹妮， 她分到了行政科，
她的工作服是一套剪裁得体的银
灰色西装， 配上她挺直的腰板、
平视的双眼和微微抬起的下巴，
看上去特别高贵。 我脸上一热，
低下头快步走开。

污水泵房班在厂区一个偏僻
角落， 平日很少有人经过， 两间
旧平房是值班室， 条件简陋， 班
员共有五个人， 都是女工。 工作
并不复杂 ， 就是定时检查水位
表、 压力表、 开关阀门、 做个记
录， 可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班长
用惋惜的语气对我说： “你分到
这里可惜了， 这个工种没什么前
途， 还遭人看不起。” 我感到自
卑和难过。

一天， 我到行政楼送资料，
行政楼优雅气派， 是泵房不能比
的。 我正在感慨， 一个好听的声
音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一看， 是
丹妮， 半年没见， 她越发像个白
领丽人了。 她对我说： “厂里要
举办演讲比赛， 我记得岗前培训
时听你提过， 你上大学时常参加
演讲，去试试？ ”我迟疑片刻，说：
“我不行吧？ ”低下头走开了。

回泵房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演
讲比赛的事，我不是不想参加，而
是不敢参加， 像我这样的基层工
人去参加比赛能竞争过那些机关

里的人吗？还是别去惹人笑话了。
没想到第二天我检查完设备

回到班组， 班长递给我几张纸：
“刚才有个漂亮女孩来找你， 让
我把这个给你 。” 我接过一看 ，
是演讲比赛的报名表。 这时， 丹
妮发来一条短信： “把报名表填
好交到宣传科， 不去尝试怎知自
己不行？” 我心头一震。

我报了名， 开始准备。 讲什
么呢？ 就讲一讲我们污水泵房班
吧！ 虽然工作条件不好， 但大家
仍然坚守岗位； 虽然班长说这个
工种被人瞧不起， 但大家并没有
妄自菲薄； 虽然工作内容单调、
枯燥、 重复， 但大家仍然严格遵
守 “在岗一分钟， 认真六十秒”
……这种精神， 不值得学习吗？

比赛的服装， 我决定穿工作
服。 我提前把工作服和劳保鞋洗
干净、 熨平整。 比赛那天我梳了
一条麻花辫， 朴朴素素地走上讲
台。 我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 效
果却出奇得好。 比赛结束后， 许
多同事走过来对我说： “你们污
水泵房班的女工真令人感动！”

那次比赛之后， 我不再像之
前那样自卑、 消极， 对工作的看
法和态度也改变了， 每天上班都
能发现新乐趣、 学到新东西， 这
让我更加自信、 努力。

那年年底， 我接到人事科通
知： 借调到宣传科一年。 惊喜之
余， 我问人事科的王干事为什么
选择了我？ 王干事笑着说： “那
次演讲比赛你给大家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 我们科长又询问了你们
班长你平日在工作中的表现， 觉
得你很不错。”

借调到宣传科后我常遇到丹
妮。 有一次我问她： “你为什么
那样积极地鼓励我去参加演讲比
赛？” 她说： “当初分配完岗位，
我们试穿工作服， 我看到你照镜
子的样子， 联想起自己的经历，
当年我从山沟沟里考上省城的大
学， 也自卑得很， 是辅导员告诉
我一句话， ‘苔花如米小， 也学
牡丹开’ ……”

苔花也学牡丹开

前几天， 去看一个快出月
子的朋友 ， 打开门的那一瞬
间， 简直把我惊呆了。 这哪像
坐月子的婆娘， 说是个姑娘都
有人信。 那小细腰， 怎么看也
不像是刚生过宝宝。

闲聊时朋友说， 以前为了
孩子有奶吃， 当妈的就胡吃猛
喝 ， 出了月子都胖成大狗熊
了。 现在不同了，有了月嫂，讲
究科学饮食， 不过多地摄入高
热量 ， 孩子还有吃不完的母
乳。 如今的月子婆娘想吃啥喝
啥，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来
的。 再加上居住环境好， 冬暖
夏凉， 坐月子时心情就好， 气
色、 身体都恢复得又快又好。

突然想起， 我奶在世时曾
对我说过， 她的亲弟弟没出满
月就被饿死了。 那时家里穷得
连一把白面都没有， 我奶的母
亲在月子里饿得前胸贴后背 ，
俩瞎瘪奶扁得像俩空布袋， 我
奶的弟弟就没日没夜地哭。 后
来， 家人去借了半碗面做了一
点稠面糊糊往孩子嘴里填， 可
孩子太小， 不会咽， 哭声由大
到小 ， 慢慢就不行了 。 过后 ，
家人后悔得要死 ， 恨脑子太

笨 ， 没有把面糊糊弄得稀点 。
我奶的母亲因为失去了孩子 ，
月子里把眼睛哭坏了。

有回听母亲说 ， 30多年
前， 她在生我时， 月子里就喝
过半只瘦老公鸡熬的汤。 是母
亲没有奶水 ， 我饿得哇哇大
哭 ， 爷爷就去借钱买了半只
鸡。 仅有的一点鸡肉分给趴在
窗户外面闹的二姑和三叔吃
了， 因为不知道谁多吃了一小
疙瘩， 俩人还在母亲屋外打了
起来。 母亲急忙端着还没喝完
的少半碗鸡汤去劝架， 让他俩
一人一口喝了。 可之后我还是
没有奶水吃， 就又借钱去给我
买了红星奶粉。

母亲还说， 村里一个月子
婆娘， 最多的一天吃了20个鸡
蛋 ， 一个月子总共吃了600多
个， 胖了五六十斤， 脸都肿得
像发面馍。 我问母亲： “她就
那么喜欢吃鸡蛋 ？ ” 母亲说 ：
“憨闺女 ， 那时候家家都吃不
起肉 ， 鸡蛋平时也不舍得吃 。
生孩子 ， 亲戚街坊邻居去看 ，
送的都是鸡蛋 。 她嘴老是馋 ，
就可劲儿吃。 除了鸡蛋， 别的
也没啥好东西吃啊 。” 我听后

唏嘘不已。
不禁想起十多年前我坐月

子时 ， 当时鸡鸭鱼肉是不断 ，
为了让女儿有奶吃， 婆婆、 母
亲熬了一锅又一锅猪蹄汤让我
喝， 当时我看见就捏鼻子， 那
味道实在让人恶心， 但为了女
儿有充足的母乳， 我闭上眼一
口气咕咚咕咚地喝下了一碗又
一 碗 。 有 天 ， 我 对 家 人 说 ：
“我 想 吃 长 豆 角 西 红 柿 捞 面
条 。” 孩子叔叔说 ： “嫂子想
得老美， 那东西去哪能买来？”
当时是寒冬， 除了萝卜白菜大
堆外 ， 那些反季蔬菜的确没
有， 我只有想想的份儿了。

如今，朋友坐个月子简直
掉进了福窟窿 ， 什么蔬菜水
果要啥有啥 。 在 月 嫂 的科学
安排下 ， 刚出了月子就能瘦
瘦的 、美美的 ，这月子婆娘真
让人眼气。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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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