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的午后， 我穿着大姨
给我刚做好的新衣服， 嘴里哼
着不成调的曲子， 兴冲冲地往
家里走去。 第二天就要去公社
中心小学参加运动会了， 前几
天妈妈特意买了块新布料， 让
手巧的大姨给我做件新衣服 。
衣服上， 蓝粉格子相间， 又鲜
亮又娇嫩， 我心里美滋滋的。

刚进院子就听邻居三婶告
诉妈妈 ： “嫂子 ， 照相的来
了 ！ 给孩子照张相吧 ！” 我们
一听可兴奋了。 那时农村照相
极少， 照相的师傅一年半载能
来一次， 所以每次照相师傅一
来， 大家就像过节一样。 妈妈
答应了三婶， 又对我们姐弟四
个说： “你们换件衣服去照张
相吧 。” 妈妈找出干净衣服给
弟弟妹妹换上， 我发现他们三
个看我新衣服的眼神有点不
对， 我赶忙跑出门去。

照相师傅戴着眼镜， 听说
是位老师， 读中学后才知道物
理老师就是当年的照相师傅 。
站在排队等候的队伍中， 我努
力让别人看我的新衣服， 弟弟
妹妹簇拥在我旁边， 在我快等
到没耐心的时候， 终于轮到我
们了。

37年前一个普通的日子 ，
1982年5月30日下午， 我们姐弟
四个照了第一张合影。 我和大
弟弟戴上红领巾， 妹妹和小弟

弟羡慕地看着我们。 门前的玉
米地里， 两三寸的玉米苗在微
风中舞动， 我们站在玉米苗旁
边， 我和大弟弟站后排， 妹妹
和小弟弟站前排， 大弟弟还戴
着他最喜欢的大盖帽， 小弟弟
也戴上前进帽， 我们站好了位
置， 只等师傅选好角度， 举起
相机。

因为很少照相， 所以当师
傅把相机对准我们时， 我们的
表情忽然变得不自然起来。 师
傅喊 ： “看我 ！ 笑一笑 ！” 我
张嘴笑。 师傅说： “笑得太大
了 ， 嘴张小点 ！” 我又闭了嘴

巴。 师傅皱了眉头说： “哎呀
怎么又闭嘴了呢 ？ 这丫头 ！ ”
我被师傅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
再看弟弟妹妹也和我一样， 不
会笑， 或者笑得太假。 周围的
人和师傅都笑了， 我们更不好
意 思 了 。 这 时 就 听 师 傅 喊 ：
“ 看 我 这 里 ！ 一———二 ！ 好
了！” 我只觉得眼前晃了一下，
照完了。

几天后师傅送来照片， 我
们看着照片不禁哈哈大笑： 我
使劲抿着嘴， 脸上的酒窝清晰
可见 ； 大弟弟似乎憋不住想
笑； 妹妹想笑又忍着不笑； 只
有小弟弟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
像个小大人……

时光荏苒，37年过去了，37
年间，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文化生
活都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现在
随时随地都能用手机拍照， 我
们也人到中年， 见证了祖国发
展变化的光辉历程。 尽管现在
我们姐弟四个生活在不同的城
市，但每看到这张照片，我们就
仿佛又回到了37年前， 回到了
那个开心快乐的下午。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魏强《云渡桃雕》

□宫佳

小桃雕 大传承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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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骨子里的深情
□丁维香 文文//图图

我的母亲梁冬青， 1926年出
生在美丽富庶的江南水乡， 我的
外公是私塾先生， 所以母亲自小
耳濡目染， 能识字作文， 这在她
们这一代的女性中是凤毛麟角。
母亲十几岁的时候， 跟着我外公
漂泊到苏北办塾馆。 女大当嫁，
经人介绍， 母亲嫁给了父亲。 这
桩婚事 ， 最初母亲是不太情愿
的， 因为情窦初开的少女已经有
了朦朦胧胧的意中人。 几十年以
后， 母亲在回忆往事的时候， 还
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过那个在江南
的春天里， 立在满树桃花下等她
的少年郎。

我的父亲名字叫丁农， 丁家
在镇上开米行 ， 算得上小康之
家。 父亲从小学做生意， 勤快、
精算， 而且长得也很清秀， 高高
的个子。 然而， 母亲似乎一直对
父亲都是不太满意的， 嫌父亲不
懂感情， 说他们的婚姻是没有爱
情的婚姻。 不过， 以我所见、 所

闻和所感受的， 我以为父亲和母
亲几十年的共同生活 、 相濡以
沫， 彼此的感情是深厚的， 只不
过是用他们那一辈人的方式来表
达的。

记得我小时候， 全家六口人
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 生活负
担重 。 母亲精打细算 ， 日夜操
劳， 料理一家人的吃穿， 也很辛
苦。 然而， 不管怎么劳累， 母亲
也不让父亲帮忙做家务， 在生活
上对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 、 照
料 。 母亲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
事， 就是烧开水给父亲泡茶； 每
顿饭都会精心给父亲弄两个下酒
菜。 母亲服侍了父亲一辈子， 好
像从来没有听父亲说一声谢， 但
是我相信这举案齐眉、 一饭一粥
的爱父亲是懂的， 只不过旧式男
子不善言表罢了。

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 我在南京上大学时， 父亲和
母 亲 来 看 我 ， 二 老 在 长 江 大

桥 上 的留影 。 照片已很斑驳 ，
但那定格在时光深处的场景恍如
昨日， 父母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
在脑海中。

在我的印象中， 父亲是一个
严肃的人， 有时脾气有点急躁，
我小时候有点怕他。 然而， 父亲
是很爱子女的， 总是竭尽所能为
我们提供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几个
抚养成人， 我们成家立业以后，
父母也都上了年纪， 在乡下小镇
过着平静的生活。 有时回老家看
望他们 ， 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
景， 父亲捧着收音机坐在椅子上
听， 母亲在一旁趴在桌子上看报
纸 ； 或者是门扉半掩 ， 不见人
影， 准是两人一起出去遛弯了。
在子女的眼里， 父母一起变老、
相守相伴的情景真的好温馨。 然
而， 天有不测风云， 父亲七十岁
那年不幸得了肝癌， 全家人东奔
西走为父亲治病， 尤其是母亲，
衣不解带地在父亲床前服侍。 父
亲走的时候， 母亲呼天抢地、 悲
痛欲绝， 让人为之动容。

2010年母亲因病去世， 跟父
亲葬在一起。 父亲和母亲在一起
的生活，没有花前月下，也不轰轰
烈烈；有生存的困境，也有一地鸡
毛的烟火。 更有携手风风雨雨几
十年的陪伴， 其实这就是爱情。

我与魏强老师不熟。 只知其
名， 不识人。 一个机缘巧合， 我
竟然与他在 《故事大王》 同刊。
当我拿到样刊时， 他的一篇 《鸬
鹚的故事》 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
开始关注他， 原来， 这样有力度
的 作 品 竟 然 会 出 自 一 个 80后
帅校长之手， 可谓年轻有为了。
后来得知他又出新书 《云渡桃
雕》， 我就迫不及待地细细地品
读了小说。

小说有一条明朗的主线， 那
就是孤儿玖鱼历经艰辛， 拜师学
习桃雕的故事。

女孩秀秀脖子上挂着的母子
桃雕是一个引子， 它发酵了埋藏
在孤儿玖鱼心中对缺失的母爱的
向往。 于是， 他想尽办法去接近
秀秀。 一次次地失败， 一番番地
挫折， 并没有压倒玖鱼， 相反，
他愈挫愈勇， 他用自己的智慧、
执着、 勤劳， 深深地打动了一直
把桃雕手艺当做家传手艺， 不外
传的秀秀的爷爷老陶。 玖鱼在学
艺过程中， 感恩图报， 倾尽自己
卖桃雕所得， 救治秀秀患病的父
亲， 无怨无悔。

小说并没有单纯地写学习桃
雕技艺， 而是把做人的道理贯穿
在其中， 水乡独特的人文环境，
塑造了一个找不到心灵原乡的孤
儿， 在学艺过程中， 精神和技艺
共同成长的主题。 秀秀脖子上的
母子桃雕， 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大一些的猴子神态安详， 安静
地端坐着， 小猴子依偎在大猴子
怀里， 满脸的幸福， 又调皮地伸
出一只手 ， 去摸大猴子的脸 ”。

这是一对母子亲昵的幸福时光，
如果说， 这对母子的幸福是激起
玖鱼学习桃雕的原动力的话， 那
么， 接下来， 桃雕技艺的高深莫
测， 就让玖鱼彻底爱上了这门技
艺。 而师傅老陶也是手把手地教
玖鱼桃雕， 不惜把绝活， 祖传桃
雕都贡献出来。

玖鱼在成长 ， 老陶也在成
长， 在成长过程中， 他们突破了
小我， 展现出大我的工匠精神。
有了大格局， 才有大成就。 那温
馨的母子桃雕 ， 多像老陶和玖
鱼？ 老陶用温暖的怀抱呵护小玖
鱼的成长？ 这种无私的精神， 得
以让高超的桃雕技艺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带给人们美的感受。

与老陶的无私精神背道而驰
的是投机商人的自私。 他为了得
到老陶祖传的十二生肖桃雕， 不
惜铤而走险， 盗取十二生肖， 为
了谋取私利， 他不惜把桃雕卖给
外国人。 老陶在最艰难的时刻，
都没有选择出卖十二生肖， 倒腾
到国外， 在他的身上， 展现的是
民族气节和对桃雕精品的守护。
正是因为有了老一代艺术家的守
护和传承精神， 才会有新生代艺
术家的对桃雕技艺的创新发展，
才会有具有地域特色， 代表高水
准的芦苇荡桃雕面世。

小说的语言一如既往地优
美， 水乡里种类繁多的鱼不时地
跳跃在读者的面前， 令人心生对
水乡的向往。 飘逸的芦苇， 淙淙
的流水， 灵动的鱼儿， 进取的玖
鱼， 互助的乡情， 展现给人们的
必将是饕餮盛宴。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37年前的照片
□付群华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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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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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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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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