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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镙丝刀
□赖雨冰 文/图

对于一名铁路通信设备维护
工来说 ， 镙丝刀是他的 “代言
人”， 也是他作业过程中用的最
多的工具。 一把镙丝刀， 代表着
他的信仰， 也代表着他奋斗的日
日夜夜。

那年， 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站
工作。 小站设在半山腰， 抬头是
青山， 低头还是绵延的山。 对于
要在深山里工作这件事， 我一直
不能接受， 所以一段时间内， 我
始终带着抵触情绪。 跟我的颓废
不同 ， 有一个人却像打了 “鸡
血”， 整天背着工具包沿着铁轨
查看通信设备， 区间的基站、 铁
塔的各种数据他能倒背如流， 就
是下雨天他也闲不住， 不是在机
房将所有端子的去向做成完整台
账， 就是用一把镙丝刀修理被更
换下来的集中机或者其它通信设
备。 镙丝刀在他的手里仿佛充满
灵性。 后来， 他渐渐成为大家眼
里的 “星星”， 他通过巡视及时
发现铁塔垂直度有问题的事迹被

当成爱岗敬业的典范在同事间传
递， 他闲不住替单位节省下一大
笔维修费的事成了领导引导我们
勤俭节约的榜样……很多人说他
把小站的工作生活过成了励志
书， 像许三多一样。

三年后， 业务已经非常熟练
的他毫无悬念地成为我们工区的
工长。 对于这么年轻就当工长，
很多老师傅并不相信他能带好一
个班组， 我也不相信， 因为我太
了解他了。 在学校学习期间， 他
是班上最不爱讲话的人， 我们每
天看他拿着一把镙丝刀鼓捣收音

机或者是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拆下
来的电路板， 整天一副神神叨叨
的样子。

当了工长以后， 他还是不爱
说话， 凡事身体力行。 他带着我
们到沿线的机房干活， 要求每个
人熟记所有线路的走向， 叮嘱我
们把每一条电缆的作用和交接箱
位置都要弄清楚。 遇到下雨天，
他就在工区教我们维修各种设
备， 那些日常用的设备里全是密
密麻麻的电器元件。 他用镙丝刀
把一个个元件卸下来， 再让我们
组装上去。 有时候他也会表演他

的绝技， 那就是用镙丝刀在三分
钟内把一台有着十多个模块的集
中机复原。 只见镙丝刀在他手里
旋转着， 仿佛装上了电动马达，
他快速熟练的动作行云流水， 我
们都看呆了。 后来工区一些老师
傅说， 镙丝刀是通信维护最基本
的工具， 要想把维护工作做好，
处理故障时又快又准确， 学会用

镙丝刀是一门必备的技术。 听到
老师傅的话 ， 我偷偷瞄了他一
眼， 他正在教一位新来的同事处
理故障的方法和技巧， 一缕阳光
从窗户投射进来， 照在他又黑又
瘦的脸上， 但我却分明看到有很
多光芒从他脸上反射出来。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 工区
呈现出积极向上的面貌， 我也在
这种氛围中学会了观察设备的各
种状态、 处理设备故障， 镙丝刀
仿佛也慢慢长在了我的手上， 让
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设备模块卸
下来， 用最快的速度判断出故障
点在哪里。

一转眼， 十多年过去， 这期
间我参加了一系列技术等级考
试。 靠着一把镙丝刀， 我从中级
工变为高级工， 继而变为技师。
当我回首过往， 我知道是他照亮
了我的来时路 。 我也想像他一
样， 做一名有匠心的铁路工人。

对了， 他叫姜飞， 我们都叫
他“老姜”。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匍匐在地的母爱

□刘天文

———读李娟《记一忘三二》

对于母爱 ， 用世上最崇
高、 最神圣的字眼来形容都不
为过。 而在李娟笔下， 更多的
时候 ， 母爱是平凡的 、 卑微
的， 甚至是匍匐在地的……

“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李
娟的随笔合集 《记一忘三二》，
围绕作者十余年来生活中的一
些琐碎日常构建的情感世界逐
次展开。 文字温暖、 干净， 情
节天然 、 平和 ， 字里行间承
载 、 呈现的亲情 、 友情 、 爱
情、 师生情等细节， 如清风拂
面 ， 缓急有度 ， 起到潜移默
化、 润物无声的效果， 唤醒内
心深处最温柔的记忆， 使读者
为之共振、 共鸣。

这本书共由36篇以 “记 ”
为题目的短文组成， 其中以母
亲为主题或涉及到母亲的有16
篇之多， 贯穿书本始末。 但没
有一篇主旨鲜明描写母爱， 李
娟笔下的母爱隐藏在文字中，
有时是短短的一段话， 有时隐
藏得更深，仅寥寥几字，却每每
精准戳中内心，不禁唏嘘感叹。

开篇 《台湾记》 中有这么
几句： 回来后， 第一件事是掏
出一支名牌口红扔给我， 轻描
淡写道， “才两百多块钱， 便
宜 吧 ？ 内 地 起 码 三 四 百 。 ”
———在此之前， 她老人家出门
在外渴得半死也舍不得掏钱买
瓶矿泉水， 非要忍着回家喝凉
白开。 从 “轻猫淡写” “扔”
这一个词一个动作可以看出，
李娟母亲的爱显得粗粝、 漫不
经心， 但根植于在外渴死也舍
不得买瓶矿泉水， 却舍得给女
儿花钱的事实上， 母爱， 又瞬
间变得高大、 圣洁。 如果再细
品， 母亲何尝不是对女儿殷殷
的讨好？ 从回来后第一件事就
是掏出口红也可看出李娟在母
亲心中的分量。

李娟的母亲常自称 “老
子”， 在 《扫雪记》 中多次出
现， 如 “老子活了这么大， 什
么样的雪没见过。” 李娟生活
在单亲家庭， 几度辗转迁徙于
冬季漫长而寒冷的新疆阿勒泰
地区， 体弱力薄的母女两人，
母亲理所当然成了顶梁柱， 丝
毫不逊于一个壮男 。 母亲以

“老子 ” 自称 ， 彪悍而粗俗 ，
却是在给予了李娟母爱的同
时， 又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母
亲还曾因为李娟在学校挨打，
怒不可遏 ， 跑到学校大闹一
场， 即使赢得 “凶人” 的 “匪
号” 也毫不在意。 所以对李娟
来说 ， 父爱 、 母爱都不曾缺
失， 而且丰满充沛， 影响和培
养了她独立、 豁达、 自信、 善
良的高贵人格。 虽然李娟早年
生活困顿艰难， 干过小裁缝、
开过小杂货铺、 在流水线上打
过工 ， 但她依然活得清清亮
亮、 安安然然。

喜欢李娟笔下的母亲， 因
为我的母亲也是这样， 是集质
朴、 口无遮挡、 热爱生活、 爱
家人这一切于一身的一个普普
通通的农村妇女， 像是天底下
所有母亲的缩影。 我能从李娟
笔下的母亲身上找到我的母亲
的影子。 她们不经意间流露出
的母爱， 是恨不得掏出整个生
命的那种， 卑微而高大。

书名 《记一忘三二》， 是
宋代诗人黄庭坚一首小诗其中
的一句， “一”， 就是深沉的
母爱， “三二”， 就是生活中
的苦楚 、 磨难 、 灾祸……一
“记” 一 “忘”， 何尝不是面对
生活的一种态度？

白露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十五个节气， 也是秋天的第三
个节气。 它就像一位从水之湄走
来的古典美人， 穿过绚烂的夏、
穿过清凉的雨， 莲步轻摇， 款款
而来， 带着几分明净美好、 优雅
飘逸、 浪漫唯美， 把恰好的秋色
打造得诗情画意， 温情美妙。

白露之美， 美在诗意盎然的
名字 。 对于很多人来说 ， “白
露” 的名字是从 《诗经》 中翩跹
而来的， 又流淌在唐诗宋词中，
穿越千年， 一身诗意。 “白露”
二字 ， 好像是蘸着秋水写出来
的， 看在眼里清凉， 落在心上脆
响， 放在诗里晶莹。 在 《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 中是这么描述白露
的： “白露， 八月节。 秋属金，
金色白 ， 阴气渐重 ， 露凝而白
也。” 这是由秋天所对应的 “五
行” 和 “五色” 定义的， 又因露
水化生， 其色为白， 因此就有了
这个诗意的名字。 “白露” 不仅
听起来很美， “白” 和 “露” 两
个字组合在一起， 看起来就是赏
心悦目的 ， 给人诗意满满的感
觉。

白露之美， 美在由热转凉的
气候。 “白露秋分夜， 一夜凉一
夜 。” 阳气是在夏至达到顶点 ，
物极必反， 阴气也在此时兴起。
白露是凉与热的分界线， 至此暑

热完全消退， 被秋凉取代。 进入
白露之后，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
昼夜温差加大。 “秋夜长， 殊未
央， 月明白露澄清光。” 白露时
节 ， 夜凉如水 ， 寒露渐生 。 然
而， 就白露三候而言， 鸟类似乎
才是主角， 而露水自始至终充当
着的几乎是一种龙套角色。 “一
候鸿雁来， 二候玄鸟归， 三候群
鸟养羞。” 其实， 这说的正是白
露节气气候的微妙变化， 鸿雁与
燕子的迁徙是为了规避寒冷， 而
百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 也是为
了不久后的冬天做准备。 这足以
说明白露实际上是天气转凉的一
个象征。

白露之美， 美在意境优美的
唐诗。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白露， 从 《诗经》 中蹁跹而来，
流连在唐代文人雅士的诗词歌赋
中 ， 寄托和抒写诗人内心的情
愫。 颜粲的 “悲秋将岁晚， 繁露
已成霜。 遍渚芦先白， 沾篱菊自
黄”， 渲染了白露后秋色渐浓的
景致。 雍陶的 《秋露》：“白露暧
秋色 ，月明清漏中 。 痕沾珠箔
重 ，点落玉盘空。 ”露水、月光、竹
林，构成了一幅白露夜景图。李白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曰：“白云映
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白
云入水， 牵着古城， 倒影在水中
上下波动； 空中垂下的露珠似乎

是从月中滴下， 多么优美传神
的秋夜 。 然而最为人熟知的还
是杜甫 《月夜忆舍弟 》 中的诗
句 ： “露从今夜白 ， 月是故乡
明。” 写尽了远方游子的满腔思
乡之情。

白露之美， 美在人们的丰收
喜悦 。 白露开始 ， 气温逐渐下
降， “秋老虎” 也将远去， 似乎
要与一切曾标注为 “夏天” 的事
物告别， 但扑面而来的是属于金
秋时节的累累硕果 ， 丰收的惊
喜。 秋天的原野， 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丰饶和富足 ： 稻谷都扬花
了 ， 那些稻谷 ， 在阳光的抚摸
下， 黄澄澄的有了金属的光泽；
果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由
内到外散发出一阵阵醉人的果
香， 吸引着孩子们垂涎的目光；
还有高高擎起热烈火把的高粱，
鼓圆了饱满豆荚的大豆， 露出灿
烂笑容的玉米……丰收的前奏已
经奏响， 成熟的香甜已经飘满农
人的心间， 喜得农人全身心地呵
护着它们。 清晨晶莹的露水， 让
它们挺直腰杆子， 准备迎接农人
秋收的盛大检阅。

白露已至， 秋意渐浓。 秋天
于此完成华丽转身， 多少往事，
便随着夏天成了故事。 天地间，
从此风轻 、 云淡 ， 天高 、 水长
……

■工友情怀

■
图
片
故
事 白露之美

□王玉美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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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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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