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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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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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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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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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泛黄的照片 □武美红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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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份， 在市劳动局
外出务工青年办公室的安排下，
我们一行１３人来到位于北京市昌
平区沙河镇的金鹰铜丝厂工作。
时节如流， 岁月不居， 不觉间，
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２０个年头。
这２０年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我也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
换， 时光这个小偷偷走了流金岁
月， 却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美好
回忆！

金鹰铜丝厂是有色金属制造
行业， 男工比例大， 当时我们这
些女工的出现成为厂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到单位第二天， 我们
就被分派到各个岗位， 原材料库
房需要计算机系统输入管理， 我
学的初级计算机办公应用也就有
了用武之地。

后来工厂的生产规模扩大，
招进的外埠青年工人越来越多，
２０年前手机还没有普及， 每当夜
幕降临的时候， 街头耸立的IC电
话亭旁挤满了一堆堆操着南腔北
调口音的异乡人。

青工来自五湖四海， 生活习
惯各异， 又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
人， 时常出现打架斗殴、 聚众赌
博、 通宵泡网吧的现象， 严重影

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厂办和工
会意识到了问题， 发展生产的同
时， 也要重视企业文化， 丰富员
工业余生活， 逢年过节组织多种
形式的文化活动。

我们这些 “文艺青年” 们虽
然不在生产车间一线工作， 但是
耳濡目染一线工友的汗水和功
劳， 也深知身处异乡每逢佳节倍
思亲的情绪。 就编写了大量的故
事、 搞笑小段子、 喜剧小品文，
用独特的方式融化藏在内心深处

的孤独和苦楚， 让工友们以厂为
家、 专心生产， 为企业的发展注
入自己的一份力量。

用文化活动来凝聚和抚慰人
心的力量是巨大的， 青工的精神
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爱岗
敬业、 爱厂如家蔚然成风。

２０年后， 曾经在铜丝厂奋
斗过的小伙伴们各自散去， 唯
有这些泛黄的照片， 足以让我怀
念那一去不复返的奋斗的青春和
欢笑岁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傅雷
家书》刚出版，父亲就买回来给
我们读。 这本书后来被称为中
国人的 “教子圣经 ”，当年我才
十多岁，按说并不适合读。 后来
明白了， 父亲在某些方面有点
像傅雷，是个严父。 他认为我们
读了 《傅雷家书 》，就能领悟到
为父不易。

国人喜欢立言， 家书是立
言最好的载体。 这些年来，读过
不少名人家书，明白了《傅雷家
书》 历经三十余年畅销不衰的
原因。

以某种角度划分， 名人家
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傅雷家
书” 这样的， 另一类姑且称为
“方遯翁家书”。 傅雷家书是他
去世十几年后， 上海音乐学院
工作人员打扫一个杂物间时发
现的，所以内容绝对真实，未经
PS。 而许多名人写家书， 就和
《围城 》里的方遯翁一样 ，预先
就考虑到要出版， 下笔难免拿
腔拿调。 而且出版前还会润色，
如此便失去了不少阅读价值。

去年年末，傅雷长子、著名
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去
世，《傅雷家书》 又一次引起关
注。 某著名作家予以了痛批，声
称完全不喜欢。 不喜欢源于傅
雷是个不合格的父亲， 他是家
里的暴君 。 如 今 稍 微 搜 索 一
下 ， 就能知道傅雷对傅聪，要
比《红楼梦》里贾政对贾宝玉还
严厉得多。 不仅经常呵斥，家暴

也非常严重。 许多年后，傅聪曾
说他当然知道父亲打他狠 ，正
因为爱他深，但“爸爸打得我真
痛啊！ ”

在杨绛的回忆中，“傅雷的
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 他自己
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
在他的孩子面前， 他是个不折
不扣的严父。 ”

“孩子 ，我虐待了你 ，我永
远对不起你， 我永远补赎不了
这种罪过……人生做错了一件
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 有些
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

“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
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 我也
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
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 但我
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
的错误……可怜过了四 十五
岁，父性才真正觉醒！ ”

读 《傅雷家书 》， 让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傅雷许多次的忏
悔。 这些忏悔或许难以弥补对
于傅聪童年的伤害， 然而放在
几十年前， 对于一个中年父亲
已经难能可贵 。 即便到了今
天， 许许多多已经年逾古稀的
严父， 依然对自己曾经的 “暴
行 ” 无怨无悔 。 他们不明白 ，

相比于世俗意义的 “成功 ” ，
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对其
一生更为重要。

对于傅雷的忏悔， 读者自
然都读到了， 但为人诟病的是
他似乎又没有完全改变。 “你
素来有两个习惯： 一是到别人
家里 ， 进了屋子 ， 脱了大衣 ，
却留着丝围巾； 二是常常把手
插在上衣口袋里 ， 或是裤袋
里。 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
……说话时手要垂直， 人要立
直。 你这种规矩成了习惯， 一
辈子都有好处。” 类似的内容，
在 《傅雷家书》 中占了很大比
例， 让人觉得他对儿子依然有
极强的控制欲 ， 不改 “暴君 ”
本色。 其实如此理解， 有些言
重了 。 傅雷事无巨细 ， 喜欢
“辅导” 儿子， 这是惯性使然。
再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年， 又在
千里之外的儿子 ， 这种 “辅
导” 并不具有强制性， 听不听
全由儿子自己， 对其并无实际
害处。

《傅雷家书》对于中国家长
的意义， 并不在于学会如何教
子 ，而是作为一个 “过来 ”了的
名人家长，他的经历、认知能给
初为家长的父母一些启迪。

为父之道 □朱辉

■青春岁月 ■家庭相册

春节档， 由同名小品及贾玲
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的贺岁片———
《你好， 李焕英》 火爆院线， 刷
新票房纪录。 它以真实经历、 真
情实感为创作基础， 隐忍伤悲，
暗藏痛楚， 用一个个笑点和悲情
调和炮制的 “催泪弹”， 击中极
大多数观众心底那块最柔软的部
分。 俨然一副救赎自我、 治愈情
怀的稀世良药， 让每一位心怀感
恩的观众， 在贾玲的故事里流着
自己的眼泪。

任何高级的技法都比不过创
作的真诚 。 所谓 “流自己的眼
泪”， 是因为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位伟大的 “李焕英”。

“打我有记忆起， 妈妈就是
中年妇女的样子 。 所以我总忘
记， 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
透过影片中的金句， 一番穿越，
母亲当年忙碌而瘦小的身影， 异
常清晰地凸现在我的眼前， 让我
情不自禁地轻唤一声： “你好，
陆惠芬！”

母亲姓陆， 名惠芬。 要说她
的经历， 还真不简单。 她出生于
一个商贩人家 ， 从小在城里长
大。 家中排行老二， 上有一个哥
哥，下有三个妹妹。因家庭条件受
限，兄妹五人除哥哥读了大学、小
妹读完初中外， 其余姊妹都未上
过学，靠扫盲班识了几个字。

母亲18岁那年， 应招进邮政
局上班。 上班没几年， 因遭遇上
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
害， 城里粮食紧张， 到她嫁在农
村的姑妈家寄住。 我爷爷、 奶奶
见母亲长相秀气、 性格文静， 觉
得与我父亲是天生的一对， 便上
了心思 。 母亲的姑妈经不住爷
爷、 奶奶的反复央求， 带我父亲
去外公家提亲， 成就了一段异地
姻缘。

当年生活相当困难。 爷爷、
奶奶请长辈们到家里吃顿饭， 算
是为我父母举办了婚礼。 父母婚
后第二年的春天， 母亲原先上班
的邮政局托人捎话， 通知复工。
而此时， 母亲正生了我姐姐坐月
子， 没法回城上班。 就此在农村
扎下了根， 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民。

之后 ， 我和弟弟的相继降
生， 让生活负担更加沉重。 别说
衣着光鲜了， 就连温饱都成了问
题。 面对如此窘境， 要强、 勤劳
而又爱美的母亲， 靠养猪养羊、
养鸡养鸭， 换回一家人的体面。
为让散乱堆放的被褥、 衣物有个
好的归宿， 让家里显得整洁些，
母亲伐倒长在屋后的杨树， 请木
匠打制了一个三开门的衣柜。 为
住得安全、 踏实些， 母亲四处收
集树枝 、 秸秆 ， 上窑厂换回砖
块， 让原本的土坯墙成了砖墙。
就这样， 在艰苦生活的夹缝中捞
取对美好生活的一份向往。

我六岁那年 ， 父亲患了伤
寒。 在父亲患病的两年中， 家庭
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
上。 除背负父亲治病的债务外，
母亲既要陪父亲住院、 照顾三个

年幼的孩子， 又要挣工分、 喂养
猪羊和鸡鸭……硬是咬牙挺了过
来。 据父亲回忆， 那两年， 母亲
的体重仅有八十多斤。 在那不堪
而艰难的岁月， 母亲的苦难， 如
屋前那棵苦楝树上的叶片， 密密
匝匝。

在子女的教育上， 每一位成
功的母亲都自有高招。 我的母亲
更不例外。 记忆中， 母亲虽说从
未对我们施以拳脚， 只是偶尔骂
上两句 ， 但要求甚严 ， 从不溺
爱。 用她的话说， “谁不爱自己
的孩子， 但爱只能放在心里， 不
能挂在脸上”。 打小时候起， 我
们姐弟仨每天放学后， 每个星期
天以及寒暑假， 母亲都要给我们
分派割猪草、 搞卫生、 洗衣服、
做饭菜、 喂鸡鸭、 拣麦穗等家务
活。 有两年， 为了多挣点工分，
她把生产队加工柳条箱的任务领
回家， 让我们姐弟仨担负起了刮
柳条皮的差使。 所有活计， 母亲
自有她一套基于 “质 ” “量 ”
的 、 奖勤罚懒的 “考核标准 ”，
视每个人的表现 ， 决定谁有糖
果、 脆饼吃， 谁能买小人书， 谁
有新书包用， 谁有新衣服穿。 大
大增强了我们的自理能力、 进取
精神和责任意识。

对于子女的学习， 母亲同样
是位称职的家长。 在母亲的鞭策
与督促下， 我们姐弟仨的学习成
绩一向较好， 屋内的墙上贴满了
我们的 “三好学生” 奖状。 后因
家庭困难， 懂事的姐姐、 弟弟在
分别读完初中、 高中后即放弃学
业， 打工挣钱， 只有我一人读完
了大学。

历经沧桑， 走过风雨。 “你
以为你已经很爱很爱妈妈了， 但
妈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更爱更爱
你！” 一部 《你好， 李焕英》， 让
我忍不住回头仔细端详年已八
旬， 一生为家庭、 为子女付出的
母亲陆惠芬， 内心充满了无限的
感恩、 挚爱和愧疚之意。 “时间
都去哪儿了？” “这还是当年的
陆惠芬吗？” 作为子女， 我们该
以怎样的孝心来回报、 抚平母亲
脸上那一道道被岁月犁深的皱
纹？ 唯陪伴是最长情的选项。

只要家还在， 母亲不敢老。
你好， 陆惠芬！ 愿你每天快乐，
健康长寿！

你好，陆惠芬
□丁东��文文//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