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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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祖母给的寒假
□王树贵 文/图

■工友情怀

近期， 公司发出 “留下来过
年” 的倡议， 工会也在积极策划
各项活动以丰富 “就地过年” 职
工春节期间的业余文化生活。 我
们部门外地职工有四人， 驻外项
目部职工有三人 ， 都表示响应
“就地过年” 号召， 为防疫、 抗
疫出一份力。 驻外项目部青工小
李说： “跟同事们在一起过年很
有意义， 也很开心！” 他的话让
我回想起那年我在宣城项目部迎
新年的往事。

那年， 我们公司中标了宣城
电厂辅机运行维护、 后勤保障等
几个项目， 我和另外十几名同事
被派往宣城项目部工作。

宣城项目部在远离市区的大
山里面， 下了火车， 接我们的大
巴车驶出市区， 在弯弯曲曲的山
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
沿途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
下了大巴车 ， 我们心里凉了半
截。 因为处于初创时期， 项目部
的条件非常简陋： 三排彩板房围
成一个小院子， 一排当办公室，
一排当维修室兼仓库， 一排作为
宿舍， 每个房间里面只有寥寥几
件简易家具。

初到那几天， 房间里还没有
安装空调， 山里的冬天特别冷，
晚上睡觉把所有衣服盖在被子
上都捂不热被窝。 水池在室外，
一早一晚刷牙洗脸把人冻得直打
哆嗦。

生活条件差、 工作任务重、
人生地不熟、 饮食不习惯， 我们
咬紧牙关克服困难 ， 慢慢适应
着。 唯一的盼头就是过年回家好
好歇几天。 记得那年刚进入1月
中旬就有人开始打点行李了。 我
也天天看日历， 巴不得一下子就
到年跟前。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年
冬天特别寒冷， 保电任务重， 业
主方增加了任务量， 我们没法儿
回家过年了 。 项目部里一片沉
寂， 青工小鲍眼眶红红的， 低着
头敲键盘； 技术员老李面前放着
图纸， 半天没翻一下； 我摩挲着
手机， 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却不
知道怎么说……

项目部王主任给大家做思想
工作： “只有咱们坚守岗位， 大
家才能过一个光明、 温暖的年 。
再说了， 从小到大咱们都是跟父
母亲人一起过年的， 今年改变一
下， 跟同事一起过年， 说不定更

有滋味呢！” 一番话说得我们心
头开朗起来 。 王主任接着说 ：
“虽然咱们是在项目部过年， 但
过年的氛围一点也不能少， 我提
议 ， 咱们举办一个迎新年茶话
会， 每人出一个节目， 热热闹闹
过个年！” 我们都说好， 于是分
头准备起来： 小鲍负责采购瓜子
糖果、 气球拉花； 老李负责找场
地、 布置会场； 我负责统计节目
和拍照。

大伙儿兴致都很高， 无需动
员就纷纷报上节目， 有唱歌的、
有跳舞的 、 有演小品的 、 有讲
“三句半” 的。 那段日子， 我们
下了班就到活动室排练。 王主任
跟宣电工会借了一套音响给我
们， 我们每天排练到很晚也不觉
得累 ， 直到王主任大声提醒 ：
“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们才意犹
未尽地散去。

老李借了宣电职工食堂一楼
的餐厅作为我们开茶话会的会
场。 大年三十儿我正好歇班， 早
早赶过去帮忙布置会场。 随着那
一幅幅窗花贴上玻璃窗， 一只只
气球挂上墙壁， 一碟碟果盘摆满
餐桌， 我的心情越来越兴奋、 喜
悦， 体会到了父母忙年时的乐趣
和过年的快乐。

大年三十儿下午四点就下班
了 ， 同事们有说有笑地走进会
场， 相互说着祝福的话， 坐下来
嗑着瓜子 、 剥着橘子 、 嚼着奶
糖、 看着演出。

平日里一身工装的姑娘小伙
子经过精心打扮让人眼前一亮，
特别是负责职工食堂餐饮服务的
姑娘们 ， 脱下帽子 、 围裙 、 口
罩， 换上运动服， 梳起马尾辫，
跳起动感十足的健美操， 那青春
洋溢的模样赢得阵阵喝彩。 还有
两位师傅自恃才高八斗， 把项目
部的事儿编成段子， 一个说、 一
个唱， 旁边的人插科打诨， 逗得
我们笑痛了肚子。

在欢声笑语中， 后厨包好了
饺子、 炒好了菜， 我们一起动手
把桌子拼起来， 端菜倒酒， 举杯
欢庆新年， 然后一起守岁， 听新
年的钟声敲响……

时至今日， 回忆起在驻外项
目部迎新年的往事， 我仍心潮起
伏。 那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同事
间的友情和集体的温暖， 更让我
懂得责任、 担当、 奉献的意义与
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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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寒假的美好记忆， 都是
祖母给的。

放寒假 ， 陪伴我们小孩子
的， 主要是祖母。 祖母一辈子未
下过田， 家里的活儿， 旁人也插
不了手， 整天围着锅台转， 围着
洗衣盆转， 围着我们转。 一日三
餐， 烧煮浆洗， 照顾孙辈， 就是
她的主要职责。

童年的寒假特别温馨。 我们
四个差不多大的孩子， 整天像一
群饿坏的小猪， 围着祖母要吃要
喝。 吃饱喝足就闹啊疯啊， 当时
五十几岁的祖母感觉还很年轻，
可以陪我们踢毽子、 跳房子、 砸
铜板……乡下孩子玩的招数， 好
像祖母都会。

祖母会给我们找乐儿， 在贫
瘠的乡村， 在没有图书， 没有电
视的寒假， 给我们许多金子般的
记忆。

那时候还没有暖气 ， 家里
冷， 外面更冷。 取暖靠衣裳、 靠
运动 。 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
裤， 还是冷得缩成一团， 更不想
动。 祖母有办法。 门前小河的冰
有锅巴厚了， 祖母洗菜时， 顺便
敲上锅盖大一块带回家， 我们就
可以玩 “敲锣卖糖” 的游戏。

我们挪着胖胖的身子， 先合
力把冰块儿敲碎 。 再去找芦苇
杆， 取中间无结的空管， 一人一
根。 每人领一块小点的冰， 对着
冰块一个点用力吹， 热气在冰面
融成一个窝， 既而成洞， 可以用
毛线将冰块穿起来提着了。 再捣
根屋檐下的冰锥， 冰块儿是锣，
凌锥是槌， 当当敲着， 我们就是
走街串户的货郎。 玩儿的吸引力
战胜了寒冷 ， 寒冷挡不住我们
了， 我们奔出家门， 在村巷里跑

着， 引得别人家的孩子在屁股后
面撵， 想玩， 得跟我们说好话。
兄弟姐妹 ， 邻居伙伴 ， 三五成
群， 竞相吆喝。 走两圈， 磕下一
小块冰扔进嘴里， 牙齿震得嘎吱
嘎吱响， 兴奋激扬在脸上。

小时候的寒假多冷啊！ 记得
年根儿里， 门前那条河基本封住
了， 我们有祖母看护着， 可以去
河面溜冰。 大哥胆儿大， 常从洗
菜码头敲下一块冰 ， 垫在鞋底
下， 哧溜一声， 就从河这边滑到
河那边。 胆小的我， 要和他们一
起去对岸小菜场买豆腐， 只好绕
远路从桥上过。 儿时的记忆里，
英雄与侠胆柔肠 、 刀光剑影无
关 ， 就是能在冰上翩翩起舞的
人， 就像我大哥， 我对他五体投
地、 言听计从。

也有室内活动， 围炉取暖。
阳光从大门口斜斜地照进来， 我
们正好坐在光束里， 四个孩子围

着一只铜炉， 八只脚脚尖靠着炉
壁取暖。 其实心思不在暖， 而是
埋在炉灰里的蚕豆。 一会工夫就
掀开铜炉盖子， 用木棍做的筷子
在里面搂搂， 给蚕豆翻身， “搂
蚕豆， 搂豌豆， 白鸽子妈妈翻跟
头”， 搂着搂着， 豆子就有香味
了， 唱的歌儿里， 怎么会有白鸽
子妈妈？ 我好久好久不懂意味，
直到前不久， 一位文友写小时儿
歌 ， 才知道原文应该是 “搂蚕
豆， 搂豌豆， 搂不过来翻跟头”，
读音上以讹传讹 ， 害我困惑多
年。 豆子彻底熟了后， 会啪嗒开
炸， 调皮的还会像子弹一样射出
去， 惹得我们四个追成一堆。

时光缓缓地流着， 在父母为
生活奔波， 无暇顾及我们这些泥
猴子的日子里， 是祖母抚慰着我
们娇嫩、 渴望的心灵。 我们留恋
童年， 留恋小村， 更是留恋祖母
羽翼下的温暖。

在在驻驻外外项项目目部部迎迎新新年年
□□赵赵闻闻迪迪 文文//图图

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 参
观作家的旧居是非常必要的 ，
这有利于我们重回文学发生的
现场， 给自己找到在文学之路
上前进的动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卢桢
近年来致力于文学旅行， 每到
一个地方， 他都会去探访那些
与文学相关的景点。 它们也许
是作家的故居 、 文人的墓地 ，
还可能是文学事件的发生地或
是文学博物馆。 在文学旅行的
过程中， 卢桢逐渐认识到， 始
于风景止于诗心， 文学旅行崇
尚创造力的发挥。 理解了这一
点， 旅行的记忆就不再是你与
著名景点的合影， 而是火车站
停摆的钟表、 菜市场里争吵的
商贩 、 弗拉门戈女郎的舞步 、
小巷里跑调的歌声……细节经
验越独特， 你自己的精神地理
就越丰富， 你离文学作品的真
实就越近。

卢桢认为， 文学旅行可以
激发我们重新在现实中审视经
典文学， 甚至产生一种亲历经
典诞生过程的鲜活感受。 卢桢
最近出版的 《旅行中的文学

课》 以文学旅行为主题， 分为
“ 欧 陆 光 影 ” “ 亚 非 土 地 ”
“南美天空 ” 三个板块 ， 收录
了 《雨果先生的中国梦》 等35
篇散文， 记录了作者游历世界
时探访到的诸多文学景观， 以
及由文学之路导引出的当地风
情。 具体表现为对文人故居的
探访， 对作家墓地的拜谒， 对
文学博物馆的游览， 对当地文
学传说的追慕 ， 对各国特色
“文学之旅” 的体验。

雨果先生的中国客厅、 朱
丽叶家的阳台、 王尔德墓碑上
的唇印 、 吸血鬼德古拉的城
堡、 开往勃朗特故 乡 的 复 古
机车、 普希金走过的最后一级
台阶 、 略萨初 吻 胡 利 娅 姨 妈
的舞台、 聂鲁达攀登过的马丘
比丘……本书涵盖英国 、 法
国、 德国等知名的世界文学旅
行目的地。 此外， 西亚、 东欧
和南美的经典作 家 以 及 与 他
们相关的文学景 观 也被纳入
本书的视野。 本书通过晓畅且
深情的文字， 结合作者拍摄的
精美图片 ， 为读者理解作家 、
作品乃至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

维度。
以 《在伦敦寻找老舍故

居》 为例， 作者谈到老舍故居
入选英国遗产委员会的资格审
查并且挂上蓝牌很不容易。 根
据英国政府的规定， 被挂上蓝
牌的建筑一般情况下不得拆除
或改建， 以保证文化的长久性
传播。

作者谈到， 他逛名人故居
时有个习惯， 就是会特意想象
如果自己是故居的主人， 推开
房门， 走下台阶， 眼前看到的
是什么景色。 由此， 作者引申
出老舍文章中与伦敦有关的一
些描述。 譬如在 《二马》 里老
舍感喟 ： “伦敦真有点奇怪 ，
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 清静的
地方是真清静 。” 通过如此联
想， 想必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
老舍当初创作类似作品的心境
或感悟。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重回文学发生的现场
———读《旅行中的文学课》

□彭忠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