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情怀】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２０21年 １０月 28日·星期四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家庭相册

在《呼兰河传》中与萧红相识
□王颖

萧红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作
家，我不只一次读过她的作品。在
第一次读《呼兰河传》的时候我就
被深深吸引住了， 她用娓娓道来
的叙述， 和读者分享着家乡的风
土人情， 诉说着家乡人的喜怒哀
乐及生死，且不惜笔墨，用细腻形
象的景物、环境描写，把读者带进
她的家乡呼兰河畔的小城， 随着
她文字的指引， 让读者有了身临
其境之感， 仿佛也徜徉在呼兰河
畔的东二道街、西二道街上。

萧红用儿童的视角，把细腻、
诗意、动感、立体的语言，运用在
她作品的各个章节中， 她很擅长
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例如在《呼兰
河传》 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天好
冷啊！ 地冻裂了。 ”“好厉害的天
啊！ 小刀子一样。 ”……把北方冬
天的寒冷描写得生动形象、 跃然
纸上，且富有地域特点。

她写火烧云， 不是直接写云
的颜色， 而是写云映衬下的人和
家禽色彩的变化来突出火烧云的
特点：“火烧云上来了。 照得小孩
子的脸是红的。 把大白狗变成红
色的狗了……喂猪的老头子，看
着他的两头小白猪， 变成两只小
金猪了。 ”

萧红对景物、环境的描写，在
字里行间中体现出她对家乡的情
感。在《呼兰河传》第一章中，她介
绍呼兰小城， 详细地描写东二道
街、西二道街的地理位置，以及街
道旁边的商铺及其他场所是干什
么的，主人是谁，里面有什么，发
生过什么事，包括胡同里的人家，
甚至蛛丝马迹的细微处都不放
过。她不仅是在写自传，也是在用
心为家乡做传记。

在萧红坎坷悲凉的经历中，
内心也充满矛盾， 家乡既是她想

逃离的地方， 也有她留恋的人事
物。萧红和父母亲之间有隔阂，和
祖母关系也不太好， 但祖父是极
爱她的，在第三章中，通过描述家
里的大花园， 回忆和祖父在一起
的快乐童年及祖父给她的文学启
蒙，在她短暂的人生中，祖父是她
永远的暖。

萧红坎坷的经历， 也造就了
她文学上的成就， 她思考人生及
现实社会， 特别是结识鲁迅后，
良师益友的鲁迅对萧红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如果说萧红在 《呼兰
河传》 第一章中就在剖析国民的
看客心理 ： “一年之中抬车抬
马， 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
次， 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
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 ？ 没有一
个 。” 在第五章写小团圆媳妇 ，
她把国民麻木愚昧的看客心理剖
析 得 更 深 刻 了 ， 这 与 鲁 迅 的
《药》 《示众》 有异曲同工之处，
都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要引
起疗治。

不管萧红是受鲁迅的影响，
还是英雄所见略同， 她忧国忧民
的情怀， 也体现在她的另一部
作 品 《生 死 场 》中 ，她赞颂陈公
公抗日的儿子， 也呐喊着想唤醒
愚昧麻木的民众起来抗击日本侵
略者。

1942年1月22日，一代才女萧
红离开了人世。 她不仅是东北文
学史上一个醒目的符号， 也是中
国 文 学 史 上 一 位 有 重 要 影 响
力的女作家。 萧红不只是呼兰河
畔的，也是中国的。诚如作家茅盾
所说：“《呼兰河传》是民国才女萧
红的旷世之作，用诗一般的意境，
含泪的微笑，守护着心灵的家园，
它是一篇叙事诗， 一幅多彩的风
土画，一串凄凉的歌谣。 ”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戚乐 文/图

我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 姥
爷对于我， 好像仅仅是 “妈妈的
父亲” 而已， 一个最熟悉的 “陌
生人”， 我甚至很多时候并不喜
欢他。

姥爷是个有个性的人。 1933
年出生的他， 在当时那个年代，
为了摆脱家里包办的婚姻， 偷偷
借钱离家出走去考学 。 听妈妈
讲， 当时姥爷跟同村的一个小伙
子跑到东北去参加考试， 两人只
借到了去时的路费 ， 如果考不
上， 就得一路乞讨生活。 姥爷很
幸运， 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 （现
在的北京科技大学）， 毕业后就
留在首钢 ， 做了一名电气工程
师。 姥爷平时话不多， 即使80多
岁了， 身板一直坐得笔直， 衬衣
整齐平整、 干干净净， 每次跟我
通电话， 总是反反复复说： “一
定好好工作， 一定要认真。” 他
的工作， 是他一辈子引以为傲的
事， 因为工作改变了他的命运。

姥爷是个 “矫情” 的人。 他
特别喜欢吃红烧肉， 会因为家庭
聚餐没有红烧肉而生气发脾气 ，
也会因为身体一丁点儿不舒服就
给子女们打电话， 吵嚷着要去医
院。 记得有一年父亲节， 妈妈给
姥爷打电话祝他节日快乐， 姥爷
说： “快乐什么快乐”， 后来才
知道是因为一点小事自己闹脾
气， 弄得人哭笑不得。

姥爷是个 “自私” 的人。 年
轻的时候 ， 姥姥带着孩子在老
家， 姥爷独自在北京， 很久才回
去一次。 每次回去， 姥姥都像照
顾小孩一样把家里好吃的留给姥
爷， 给姥爷盛满满一碗的饺子，
而孩子们每人都只是一碗粥， 里
面放一个饺子而已。 后来姥爷去
河北迁安支援首钢矿山， 终于和

姥姥还有孩子们团聚了， 但是好
景不长， 姥姥在妈妈18岁时生病
去世了， 排行老二的妈妈不得已
接过了家里 “女主人” 的重担。
姥爷工作忙， 当时三姨、 老姨在
上学， 舅舅还上幼儿园， 妈妈除
了上班赚钱、 给姥爷和弟弟妹妹
们做饭 ， 就连背着舅舅上幼儿
园、 给三姨、 老姨开家长会都成
了妈妈的事。 慢慢地， 姊妹们长
大成家，姥爷也退休了，在我的记
忆里，每次跟姥爷一起吃饭，姥爷
总是自己顾自己， 从来没照顾过
任何人， 平时也都是子女打电话
问候或者去看望他， 并没有见过
姥爷主动关心或者过问过谁。

姥爷也有偶尔 “可爱” 的时
刻。 给妈妈打电话响一声就挂，
等回拨过去嘴硬说自己拨错了 ，
然后转移话题聊别的事儿。 现在
想来， 姥爷从小离家， 外出求学
和工作， 没在自己的父母那里感
受过温暖和爱， 不懂得如何关爱
子女 ， 只会用笨拙和强硬的方
式， 表达对子女的想念。

我回忆了很久， 似乎和姥爷
没有过温情的记忆， 也没有一张
和姥爷的亲密合影， 但就是这样
一个我一直认为 “不称职” 的姥
爷， 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忽
然慢慢理解了姥爷的 “自私” 和
“矫情 ”， 也是对子女们的 “减
负”， 因为子女们知道， 他们的
老父亲比谁都更会关心自己， 不
用子女挂念和担心。

我永远也忘不了姥爷去世那
天， 妈妈跟我说 “你姥爷走了”
时， 一滴眼泪也没流， 但神色慌
张、 目光无神、 在屋里慌乱地走
来走去、 丢了魂的样子。 妈妈没
有父亲了。 也就是在那一刻， 我
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妈妈，
以后由我来做您的靠山， 由我来
保护您。”

“不懂得爱” 的姥爷， 其实
也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和家人
相处和爱。 生命很脆弱， 父母子
女之间， 一切都抵不过陪伴， 你
只要在那里， 健康、 平安， 就已
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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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入党初心
□王阿丽

在岁月的长河中， 有一些记
忆始终是刻骨铭心的。 对于我来
说， 入党的情景， 至今回忆起来
仍心潮澎湃。

在我参加工作后的第15年，
部门党支部书记找到我 ， 对我
说 ： “王班长 ， 你工作积极负
责 ， 也多次表示要向党组织靠
拢 ， 那就提交入党申请书吧 ！”
我 犹 豫 着 ： “我 ？ 可 以 吗 ？ ”
“结合你长期的工作表现， 我们
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 你认真
考虑一下， 关键是你在思想上有
入党的动机， 再加强一下党的知
识的学习， 你一定可以的！”

“党 ” 这个词 ， 自我记事
起， 就深植在我幼小的心中。 那
时候， 观看战争题材的电影， 常

会看到英雄人物火线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庄严场景。 当校长的
父亲是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
共产党员，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就是： “我是一名党员， 必
须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 凡事多
为老师们着想。” 我早就渴望着
有一天， 能像父亲一样成为共产
党员。

我一直觉得， 虽然我在工作
上认真负责， 但尚未符合入党条
件， 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距
党员标准还相差甚远， 这也是我
迟迟不敢写入党申请书的原因。

回家后， 我把这个顾虑告诉
父亲， 父亲开导我： “人都有优
点和缺点， 能发现自己的缺点是
好事。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 干

任何事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你
得从思想根源上找原因， 是你那
根入党的弦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没
有同步拧紧！” 父亲从书柜中抽
出一个红本本说： “我给你讲一
下什么是党员吧！” 我入神地听
着父亲的讲解。 讲完后， 父亲把
这个红本本交到我手中： “有空
时， 你就多读读 《党章》。”

接下来的日子， 我认真学习
《党章》， 并做了许多笔记， 我的
思想和行动逐步向党组织靠拢 。
恰 在 此 时 ， 公 司 举 办 了 一 场
“‘老有所为’ 事迹报告会”， 作
报告的是我们单位的一名老党
员： 他从炮火硝烟中走来， 至今
保持着当年的赤子情怀， 一生清
廉、 两袖清风； 他已90岁高龄仍

不愿赋闲在家， 而是始终保持勤
俭节约、 甘守清贫、 热心公益、
扶贫济困的良好作风， 用爱心和
奉献诠释着生命的意义； 离休29
年来， 他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省
吃俭用， 向社会累计捐款达10多
万元， 受到广泛赞誉。

老党员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
我， 忠诚企业、 矢志不渝是他的
坚定信念， 感恩社会是他一贯坚
持的为人准则， 老有所为是他始
终如一的不懈追求。 “我也要向
党组织靠拢 ！ 我要向老党员学
习！” 来自心底的呐喊， 使我郑
重地写下了 “入党申请书” ……

在思想上向党组织靠拢的同
时， 我更是在行动上向党组织靠
近， 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活动。

公 司 抽 调 员 工 参 加 上 级 单 位
的技能比武， 我主动请缨参战，
和同事一起勤学苦练， 最后勇夺
团体第一名 ； 业务办公系统升
级， 作为班长的我， 带领班员做
好仿真系统演练， 系统无缝对接
后， 我们负责的数据未出现一例
差错； 资助贫困孩子上学、 去福
利院看望孤寡老人， 总少不了我
和同事们的身影； 灯下阅读 《党
章》 和政治学习材料是我每天的
必修课……

一年后， 当我和六位新党员
共同庄严宣誓时， “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 这个信念深深地铭刻
在我的心中， 共产主义信仰犹如
灯塔， 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 时
刻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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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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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