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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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区司法局以案
释法 保管的烟花爆炸，谁担责？
某烟花爆竹厂因仓库需要维

修， 遂将库存的烟花爆竹交给某
炼钢厂保管 。 在炼钢厂保管期
间， 工作人员擅自将烟花爆竹残
次品丢弃至路边后发生爆炸， 将
崔某炸伤。 请问， 谁应对崔某的
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点评： 遗失、 抛弃高度
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所有
人承担侵权责任。 所有人将高度

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 由管理
人承担侵权责任； 所有人有过错
的， 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本
案中， 炼钢厂作为烟花爆竹的管
理人， 在其保管期间， 丢弃的烟
花爆竹发生爆炸导致崔某受伤，
炼钢厂应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烟
花爆竹厂对烟花爆竹产生爆炸存
在过错， 则炼钢厂和烟花爆竹厂
承担连带责任。 （房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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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手艺之道：18种觉醒与新生》

始始于于觉觉醒醒 成成于于践践行行

4月， 春和景明， 正是踏青
赏景的好时节。 特别是信步走进
一家家手工作坊， 在画坊嗅闻翰
墨馨香， 于陶坊亲身体验一把做
陶器的况味 ， 真是别有一番意
趣。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美
的感悟和理解， 不止来源于时令
季候里的自然之景， 还有许多出
自于工匠笔下巧夺天工的人文风
景。 《手艺之道： 18种觉醒与新
生》 一书， 讲述手艺人的执着与
追求， 分析当代语境下传统手工
艺的突破与创新， 为传统手工业
的存续与发展指明努力方向。

全书以访谈的形式， 针对18
个手工行业的生存境遇和未来走
向， 将作者见闻与匠人自叙有机
结合， 生动呈现出中国传统手工
艺的面面观， 也将中国匠人 “择
一事， 钟一生” 的工匠精神以及
“迎难而上， 锐意变革” 的创新
精神尽遣笔端。

这18个手工行业 ， 涵盖缂
丝、 印染、 木作、 陶瓷、 漆器、
羊毛纺织、书籍设计、小提琴制作
与维修、暗房、茶、美食、空间规划
等不同门类，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为此，作者遴选出这18
个手工行业中的代表性人物，与
之展开深度恳谈。 从他们的创业
历程、 所思所想， 以及对自身行
业整体性评价上， 逐步梳理出中
国传统手工行业的发展现状和现
实之困。 同时， 借助一场场高质
量的田野调查， 看到了传统手艺
在困境中觉醒， 在提振中新生。

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在欣赏
一件件精彩绝伦的手工艺品时，
往往惊叹于它的制作之精、 构思
之妙， 殊不知， 为了这些艺术品
的诞生， 工匠们付出了怎样的努
力。 跟随作者张泉跋涉的脚步，
走入浙江龙泉， 徜徉于这个著名
的剑瓷之都， 始知为了锻造出一
把质地优良而又锋利无比的宝
剑， 匠人们需要在剑坯上反复折
叠锻打32000次。 真应了那句老
话， 一分汗水， 一分耕耘。 寻访
苏州 ， 探幽缂丝工艺的纷繁之
美， 恍然惊觉， 缂丝作品要呈现
出立体的色彩层次， 往往要动用

数十万根丝线通经断纬。 慕名前
往西藏尼木县普松乡， 令人肃然
起敬的是， 为制作一本流传后世
的藏传佛经， 全村的工匠们已接
续雕刻了整整24年……这些不求
闻达的工匠， 秉承着前人高超的
技艺和职业操守， 为了让一件件
沉寂无声的手工艺品 “活” 起来
和 “火” 起来， 有的皓首穷经，
有的精益求精， 有的另辟蹊径，
坚守于平凡的民间手工艺场， 用
他们的心灵手巧， 用他们的独具
匠心， 为我们奉献出一件件闪耀
着时代光华的手工艺品。 中国传
统手艺， 也在这种默默传承和推
陈出新中， 得以代代相传。

书中 ， 作者还以回瞻的笔
墨， 倾情回顾了中国传统手艺一
路走来的艰辛。 从汪芜先生对影
像、 展览与空间的种种跨界实践
与设想 ， 到欧阳应霁先生在美
食、 漫画、 写作、 空间等领域跨
越自如； 还有 “平民老胡”， 日
复一日、 年复一年蹲守在陶艺作
坊， 不厌其烦地为一件件陶瓷作
品着色、 打磨……这些个体创业
者和家族品牌继承人， 尽管身份
各异， 但他们对传统手工艺的热
爱却是共通的。 尤为令人欣慰的
是， 面对传统手工艺的日渐式微
和发展之困， 这些能工巧匠， 不
是在看似繁琐的劳动中简单复制
甚至克隆着自己的作品， 而是契
合时代多样化的需求， 凭着清醒
的认知， 理性审视民间手工艺的
勃兴之路。 在他们看来， 当代手
工艺之道， 不仅要在每件作品的
精雕细刻上， 始终保持坚如磐石
般的专注 ， 而且还要从宏观层
面， 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手工技艺
与世界手工技艺的高低分野， 并
在去粗取精中， 本着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的谦逊态度， 找到提振民
间手工艺的 “金钥匙”， 以迎来
中国传统手工事业的明媚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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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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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岁岁的的母母亲亲

母亲生于旧社会 ， 五岁那
年， 她就被送到我家当童养媳。
一个五岁的孩子， 被饥饿， 被亲
人， 被命运， 赶到了一个陌生的
地方， 她一路上有过怎样的撕心
裂肺， 她才来时有过怎样的凄惨
号哭， 我不敢想象。

五岁的母亲负责看牛。 在牛
的眼里， 这个五岁的女孩该是多
么渺小， 它会听她的话吗？ 晴天
还好，一遇突来的风雨，泥泞抓住
了她的鞋子，狂风击飞她的雨伞，
大雨浇透她的衣服， 她该是怎样
的哭喊，或是饮泣？ 我不敢问。

牛要吃露水草， 看牛就必须
起得比别人早 ， 早饭后才能回
家。 回家后， 饭已经冷了， 菜已
经快尽了。 五岁的女孩， 顾不得
手上的泥、 身上的湿， 顾不得心
里的苦 ， 顾不得已经觉醒的尊
严， 她要喂饱自己， 她踮着脚，
趴在桌沿上， 吃着残汤剩饭。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五岁
的女孩就这样慢慢长大了。 她是
一个勤劳的女孩， 早晚看牛， 白
天随祖母锄山挖地， 阴雨天和夜
晚随祖母习练女红 ， 学做鞋做
袜， 浆洗缝补。

祖父母老了， 母亲挑起了家
庭的重担。 父亲是基层干部， 顾
不上家。 生产队成立后， 母亲被
选上了妇女队长。 白天， 母亲带

领全队妇女集体劳动； 晚上， 母
亲拖着劳累之躯， 在昏黄的煤油
灯下纳鞋底、补衣服。我童年的回
忆里，总有隐隐约约昏黄的灯火，
母亲的影子疲惫地伏在地上。 夜
静极了， 狗的叫声已经模糊。

都说爱中长大的孩子才有
爱， 但母亲的爱是无源之海， 温
暖的海水将我们密密地包裹， 不
给寒冷一点缝隙。 我记得被野狗
咬伤后 ， 母亲用嘴吸吮我的伤
口。 她温软的舌头抚摸过伤痛之
后， 我的泪水滚滚而下。 我记得
上寄宿中学时， 虽然家贫， 母亲
总会合理安排， 即使是腌菜， 母
亲也搭配有序 ， 滋养着我的身
体。 我记得妹妹们上中学时， 家
庭负担越来越重 ， 母亲上山砍
柴 ， 以柴抵费 ， 每周一半夜起
床 ， 挑柴送到二十里地外的中
学 。 都说爱中长大的孩子才有
爱， 于我们的确如此， 我们沐浴
爱， 我们爱母亲。

母亲通达， 大气。 父亲是个
老基层工作者， 相邻有了矛盾和
困难， 基层干部的家就成了接待
站。虽然家境贫寒，但母亲热情好
客，倾尽所有。至今我还记得一个
腊月三十儿的早上， 三四拨群众
来找父亲办事。到饭点了，事情还
没办完， 母亲就将做好的饭菜让
他们先吃。 我还记得当时心里的

委屈、 恼怒， 母亲抚摸着我们的
脑袋 ， 微笑着说 ， 想想啊孩子
们， 如果换作我们在别人家呢？

五世同堂了， 母亲笑得就像
金秋的菊花 。 祖父祖母去世得
早， 照料曾祖母的任务就落到了
母亲的身上。 母亲虽然已是做奶
奶的人了， 但对曾祖母总是事必
躬亲， 端茶送水、 熬药递汤， 不
厌其烦。 十多年前， 父亲患上了
脑炎， 出院回家后， 完全痴呆的
父亲又成了母亲的 “负担”。 每
天给他穿衣起床， 脱衣睡觉， 帮
他洗漱， 帮他端饭夹菜， 帮他倒
水递茶， 定时拉他起夜， 几百个
日子， 母亲没吃过一顿安稳饭，
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没有一句怨
言。 我的母亲啊！

母亲75岁了， 她老了。 我多
次想把她接到城里来跟我一起
住 ， 可是她不肯 ， 她离不开土
地， 离不开故园， 我也只能顺着
她。 我虽然年逾半百， 可母亲依
然惦记着我， 惦记着我的儿子。
每次回家看望时， 母亲总是拉着
我儿子的手， 笑着说： “快给我
添一个重孙子啊！” 母亲的笑是
金色的菊， 灿烂、 柔软、 温暖。
那个五岁的小女孩就像一粒菊花
的种子， 经历了料峭的春， 走过
了繁茂的夏， 在这美好的秋天，
开出了从容的花朵。

晚上整理电脑资料， 翻到了
一篇政审考察报告。 睹文思人，
我想起了一个女孩。

10年前的春天， 我被抽调到
一个考察组， 政审考察当年拟招
录的公务员， 其中有一位在附近
的乡镇社区任大学生村官。 出发
前， 我特意告知了她我们到达的
时间和住宿的宾馆。

坐了近4个半小时的长途汽
车， 到达宾馆时已临近傍晚， 却
没见到她在大堂等候。 过了好一
会儿， 我们正准备外出吃饭， 她
到了。 中等偏下的个头、 圆圆的
脸， 穿着普通。 她任职的社区距
离虽不远， 但也有十几公里， 没
有直达的车， 我们带着行李不方
便， 便问她有没有便车可以蹭？
她说没有， 只能转车。 说完了第
二天政审的事情， 她就告辞了。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我们联
想起前一个政审对象来。 小伙子
满脸含笑，早早就在校门口迎候，
热情地招呼、递烟、点火。 政审结
束后，还诚恳邀请我们小酌，品尝
当地特色火锅。 违反考察工作纪
律的事，我们当然不能做，但是小
伙子热情、“会来事儿” 的样子还
是让我们感觉很舒坦。 再看看这
个女孩，都已经踏入社会，还是个
“官”， 却不如一个未出校门的学
生，我和同事不禁唏嘘。

第二天， 我和同事提着行李
箱， 挤在破旧的中巴车里， 一路
颠簸折腾， 样子颇为尴尬。

到了社区， 先召开群众座谈
会， 原本只要求七八个人参加，
呼啦啦却来了二十几个。 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 抢着说话， 每个人
对她的评价都很好， 流露出依依
不舍之情， 场面让我们惊讶又动

容。 社区书记感叹道： “今天的
群众大部分都是自发来的， 我们
拦都拦不住 。 女孩心里装着群
众， 群众有什么琐事难事， 她都
尽心尽力帮忙解决， 平日里相处
得就跟亲人一般。”

“昨天下午， 孤寡老人王老
太胃病犯了， 她帮着去卫生院开
药、 熬粥、 炒鸡蛋， 忙完才赶去
城里。 让你们久等了吧， 真是抱
歉！” 社区书记道明了原委。

“她很能吃苦， 工作上的事
多苦多累从不抱怨。 非常乐于助
人， 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父
亲做农活儿捎带打零工抚养她们
姐妹， 经济上比较拮据。 她参加
工作没几年， 村官收入也不多，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却先
后资助了两位希望工程的学生，
并在汶川地震中一次就捐出了两
千块钱。”

我和同事都受到了震动。
在单独谈话说到这个话题

时， 她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小
时候， 我常常得到邻居和熟人的
帮助。 现在自己有了一点力量，
就想着应该报答社会。 虽然微不
足道， 但水滴可以汇集成大海，
希望能唤醒互帮互助、 充满友爱
的社会风气。”

一股敬意从内心腾起。 我想
到了一句话， “绿我涓滴， 会它
千顷澄碧。”

我不由再次仔细打量起这个
女孩。 脑子里跳出菠萝的样子，
其貌不扬， 看似木讷粗糙， 实则
金玉其内、 淳朴善良。

当晚， 在考察报告里， 我写
下了对她的评价： 为人纯朴， 吃
苦耐劳。 密切联系群众， 尽心为
群众排忧解难。 道德品质良好，
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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