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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

启人心智的艺思录
———读《傅雷谈艺录》

“艺术是一种享受， 一切享
受中最迷人的享受。” 这是著名
作家、 翻译家傅雷的名言。 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 傅雷先生对艺术
的本真诠释， 依然鲜活在我们的
记忆里 。 翻开 《傅雷谈艺录 》，
随着大师的节奏徜徉在艺术的天
地间， 堪称从视觉到心灵的至上
享受。

全书分 “文学篇 ” “翻译
篇” “音乐篇” “美术篇” 四个
部分， 选取了傅雷相关的评论文
章 ， 每一部分又附相关文艺书
札， 评与论、 感与悟中， 集中展
现了傅雷对艺术的独特理解。

悉心揣摩， 重在实践， 在尊
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 阐析自己
的见地， 是傅雷谈艺中突出的特
点 。 傅雷戏言自己是 “杂家 ”，
三教九流都力求要懂一点， 这样
讲解起不同艺术门类时， 才能信
手拈来。 例如， 他分析张爱玲的
小说， 不但把她的代表作 《倾城
之恋》 与 《金锁记》 进行对比，
而且还从思想内涵的生发到写作
风格的确立， 进行全方位解读。
中肯地指出 “作者的题材只限于
男女问题， 但除了男女以外， 世
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人类的情欲
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

他谈黄宾虹的绘画， 更是用
“不求形似” “不悦人心” “不

随四王” “不似一面” 来评价这
位画坛大咖， 盛赞 “黄氏” 画风
蕴含着独特的意境美。

傅雷谈艺， 既谈对艺术多方
位的理解， 也谈自己对艺术事业
的执着追求。 他不无感慨地说，
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
五遍， 才能把情节、 故事， 记得
烂熟， 分析彻底， 人物历历如在
目前， 方能着手动笔。 书中， 傅
雷也提到了他的翻译 “秘诀 ”，
那就是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 熟
悉各地的方言， 这不仅对译文的
语汇与句法有所帮助； 还能形成
和谐完整的译著风格。

“精” 与 “广” 相间的丰富
涉猎， 让傅雷谈起艺来， 驾轻就
熟； 如数家珍中， 每每又给人以
多方面的智慧启迪。 他认为好的
文学作品 “应该多一些深度， 少
一些词藻， 多一些实质， 作品只
会有更完满的收获。” 而要成为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 “最大的秘
密， 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
化 。 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

生 ， 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
步， 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浸润着浓浓的书香， 感悟着
斑斓多姿的人生世相， 傅雷对寻
常的物事时时保持着敏锐的艺术
嗅觉。

他认为艺术的美来源于自然
的美。 无论是鉴赏文物， 听一曲
交响乐， 看一出戏剧， 还是仰望
苍穹， 那些形态各异、 姿态万千
的美， 总会不经易间进入我们的
法眼， 在我们平静的心湖划起道
道涟漪， 最终引起我们情感上的
共鸣。 因此， 他极力主张， 艺术
在再现自然的同时， 更应该表现
出世间风物的自然之美。

江声浩荡， 心如潮涌。 行进
在 《傅雷谈艺录》 曼妙的艺术境
界里， 感觉傅雷不愧是一个 “杂
家 ”， 他用文学、 翻译 、 音乐 、
美术等不同的艺术门类， 叩开了
普罗大众心目中圣洁的精神殿
堂。 并引导着我们， 为美妙的艺
术而叹服， 为世间那风情万种的
美， 一次又一次地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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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全和

我的幸福与企业“同频共振”

我和我的祖国

在这儿住公租房的罗婶是我
们最为熟知的金牌环卫工。 以前
她负责这一片宿舍楼和临街两百
米之内商铺的保洁。 刚来时， 她
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小嫂子， 老公
在开环卫保洁车。

印象里， 那时的小罗就十分
敬业， 性格开朗， 男女老少都喜
欢她。 虽然这儿是老城区， 没有
物业， 可除打扫卫生外， 小罗还
额外做了很多事： 督促社区见缝
插针地搞绿化， 过问闲杂人员进
出楼栋， 帮年迈的老人提重物上
楼。 作为回报， 街坊和店铺尽量
往外少扔垃圾， 把废弃物在垃圾
桶旁归堆码放好， 以减少小罗的
工作量。 更有热心人时常把还
能用的小电器 、 旧家具和衣物
等免费送给她， 甚至还有大妈主
动帮她联系孩子在附近小学借读
的事宜。

小罗做着做着就 “老” 了，
被改称罗婶。 她年年当先进， 老

公也成了车队调度。 今年， 由于
临街沾闻名步行街的名气， 罗婶
被提拔成涵盖步行街大区的片
长， 当上了管理一线的 “官”。

我们见她的机会少了。 罗婶
每 天 早 去 晚 归 ， 骑 着 电 动 车
四处巡查， 有时还要给新入职者
做示范， 协调解决突发的垃圾处
置问题。 尤其近来开始试行垃圾
分类后， 罗婶觉得身上的担子更
重了， 她带领着员工配合社区广
做宣传工作。

盛夏的那天傍晚， 我和妻子
饭后到步行街逛街消食。 准备在
花坛树荫下歇脚时， 恰巧看到罗

婶熟悉的身影。 微风渐起， 驱散
着白日残存的高温。 罗婶脸庞和
手臂被晒得黑黝黝的。 那会， 她
时而拿着对讲机布置任务和要
求， 时而查看手机的微信， 检查
各环卫点完成情况。

等她忙得差不多， 我们跟她
聊了起来。

说起从业感受， 罗婶满是成
就感： 这些年， 由于她的坚守和
爱动脑筋， 所显示出的管理才能
得到了领导的认同， 工作得越来

越得心应手。 不仅如此， 还陆续
介绍三个老乡当上了所属大队的
环卫工。 虽然辛苦， 但不要求有
高文凭， 相对稳定。 不旷工、 少
请假 ， 所挣的收入不仅能租个
房， 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甚至还
能挤点钱给孩子助学、 逢年过节

带点钱回去以赡养老人。 解决了
家乡的就业问题和用人单位的用
工难题， 可谓是一举两得。

罗婶说， 新时代的环卫工人
不能只凭力气和吃苦精神， 要学
习先进的清扫技术。 随着国家对
人居环境的重视， 环卫从业者的
隐形福利也有所提高。 譬如， 一
些爱心企业和店铺体恤环卫工的
辛苦， 开门让他们避暑， 并提供
爱心降温品。 而像她这样多年来
的金牌环卫工， 更要身先士卒，
作出表率， 多取得服务对象的包
容和配合。

告别罗婶， 我不由得感叹万
千： 她遍尝了这项工作的甜酸苦
辣。 最近， 依据在这行的丰富阅
历， 她精心编写了 “职场指南”
的小册子。 愿她和姐妹同事在平
凡岗位上， 用汗水和担当创建美
好家园， 扮靓我们的城市， 幸福
小家庭， 和谐全社会。

我的小时候， 新中国成立
不久， 国家一穷二白。 父亲是
一个船运工， 母亲右手残疾是
一个全职太太。 父亲每月挣得
44.5元钱 ， 养活着9口人 ， 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 全家人住在
不到30平方米的窑洞里， 活像
煮饺子。 吃不饱、 穿不暖， 换
季时把冬天的衣服去掉棉絮春
天穿， 把秋天的衣服加上棉絮
冬天穿 ,大的退下来二的穿 、
二的退下来三的穿……吃过的
苦、 受过的罪数也数不清。

自 从 1978年 的 7月 8日 ，
我来到 了 天桥水电站的闸门
运行班组工作， 我的命运才有
了改观。

我们班一共27个人， 每个
小班9个人， 7天白班、 7天前
夜、 7天后夜， 负责闸门的运
行、 维护检修和拦污栅的清理
工作。 在这里， 我如饥似渴地
学习。 不但学会了闸门运行、
电气检修技术， 而且还学会了
水库调度、 普通电焊与钳工等
技术。

可是， 无论是生产还是管
理， 都比较落后。 厂里面的设
计年发电量是6亿度， 我们发
下3亿度已经感到很不错了 ，
安全也在低处徘徊了， 出事几
乎是家常便饭。 不过， 那个时
候单位提供的工资， 足以让我
摆脱了饥寒的胁迫， 逐渐开始
了新的生活之旅。

上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开
放的春风逐渐向全国吹开， 慢
慢也进入了我们厂。

我们单位实行了厂长负责
制， 单位的名称也改为了 “天
桥水电有限公司”， 工资奖金
分配打破了 “大锅饭” 机制，
运行高于检修 、 检修高于机
关， 能者多劳、 多劳者多得，
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生产
积极性。

领导干部审时度势， 坚持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动摇， 不
断加大技改投资的力度， 依托
科技进步做企业活水文章： 一
是经过反复试验， 成功提高2
米运行水位； 二是建立了水情
自动测报系统， 进行了事故门
冲水阀的改造和黄石崖沟扩宽
工程； 三是改造了事故门远程
控制装置， 接通了万家寨网上
水情系统， 实现水轮发电机组

的微机监控等。 既构筑了安全
生产的屏障， 又为发电创造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

由于厂部效益好了， 我的
收入增加了， 像是乘坐了改革
开放的快速列车， 日子过得一
天比一天好。

后来， 我们班组也进行了
改革， 将水库调度班和闸门运
行班合二为一， 统一为水库调
度班， 由过去的39人精简到25
人， 由过去的四值三运转改为
五值四运转。 因为厂部采取了
激励措施， 在收入上拉开了差
距 ， 激发了每个人的内生动
力， 不需领导催促也能够主动
工作， 上电气运行的职工生怕
少发一度电， 上水库调度的职
工生怕浪费一滴水， 在检修班
组的职工生怕影响了发电， 就
连搞宣传工作的人员， 都是考
虑如何为发电人员擂鼓助威 、
摇旗呐喊。 爱岗敬业、 主人翁
精神已经成为每一个职工的
“高配”， 使得我们公司的安全
和发电量屡创新高。

现在， 我厂安全累计天数
突破4000天， 年设计发电量为
6亿度， 我们早已突破7亿度大
关了。 而我也从中增加了 “获
得感”。 在电厂有了一套70多
平方米的房子 ， 家里有卫生
间、 三个卧室， 洗澡、 做饭都
很方便。 犹如掉进了蜜罐罐，
幸福的感觉从心底溢出。

“家是最小的国， 国是最
大的家”。 大河有水， 小河自
然满。 说句心里话， 国家为企
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
境， 企业为员工的幸福打造了
优质平台。 令我们人人以厂为
家、 爱厂如己， 与企业的命运
紧紧在一起， 奋发图强， 把企
业打造成快乐生活的 “摇钱
树” 和 “聚宝盆”。

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 ，
也提升了职工的 “幸福指数”，
让幸福之水源远流长。

环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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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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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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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