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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生感悟人生

书书 香香

餐桌 前 ，王 淑 敏 红 着 眼 圈 ，面 前
是 未 动 的 饭 菜 ，手 里 拿 着 手 机 ，眼 泪
还在眼眶里打转，坐在那边微微有些
愣神。

我轻声问道：“是想孩子了吗？”旁
边 的 张 冉 看 了 看 王 淑 敏 ，点 了 点 头 。
一时间，一桌子的女生忽然就陷入了
沉默，大家默默无言，各自想着心事。

我加入中国铁建已经第八个年头
了，虽然早已经习惯了漂泊，但是家人
却 是 心 中 永 远 的 牵 挂 。 刚 参 加 工 作
时，自己年少，不懂得离别的苦楚，只
知道要去一个新的城市，认识新的人，
那种兴奋一直伴随着我。离别前，母
亲背着给我收拾好的行装，嘴里反复
重复着一句话：“孩子，到了给妈打电
话。”我使劲摆摆手：“知道啦，知道啦！”
到了地方，早把打电话的事情忘了，忙
到晚上回宿舍，才发现手机已经没电
了。刚充上电开机，电话立马就过来
了，我一看是父亲打过来的。接了电
话，我的“爸”还没说出口，就听到父亲
在那边对我吼道：“咋才接电话？！你
……”父亲话没说完，电话就被母亲抢
了过去：“芸芸，到了吗？”“到了，妈。”

“到了就好，妈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你都
没接，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没事儿，
妈，我大了，别担心我……”我心里有些
发虚，因为我分明听到电话那头母亲
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一刻，我有些自
责。母亲，我坚强的母亲，只因为我没
有回电话，就担心到流泪。

母亲年轻时是裁缝，手艺在我们
小镇上也算有些名气。同时出名的还
有 母 亲 的 外 号 ，大 家 喜 欢 叫 她“ 老
面”。母亲的“面”不仅仅体现在加工
服装上，还有为人处世上。无论遇到
多 么 刁 钻 的 顾 客 ，母 亲 都 是 一 脸 和

气。性格的“面”让母亲吃了不少亏，
顾客随便挑挑毛病，母亲就要加班加
点到深夜。顾客讨价还价，母亲也从
不过多辩解。刚开始的几年母亲和奶
奶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母亲从小家庭
条件优越，姥爷舍不得让母亲干活，早
早送她去学裁缝手艺，因此，嫁给父亲
后，经常被奶奶训不会做饭，不会收拾
家务。母亲从未辩驳过，只是默默地
做好自己的事情，学习做饭，学习照顾
一家子人。那时的母亲，即便受了再
大委屈，也总是呵呵一笑。日子就这
样温柔如水，缓慢而悠长。

后来，母亲改行做服装生意，每个
月都要坐夜班大巴车去武汉拉货，第
二天晚上回来。商铺和我家只有两条
街的距离，一般都要留个人在店铺看
门。那日，母亲进货回来，兴冲冲赶回
家里，给我带了一兜零食，说：“这是那
边（武汉）有名的小吃，我排了半个小
时，终于买到了，你快吃吧。”我撒娇
道，“妈，晚上陪我睡吧。”母亲点了点
头。也就是那一次，母亲的商铺门被
人撬开了，刚进的几百套西装被盗窃
一 空 ，家 里 一 下 子 损 失 了 好 几 万 元 ！
然而那年祸不单行，父亲的一个朋友
突然自杀身亡，而作为他的贷款担保
人，所有的债务都由父亲承担，家里一
下子背负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父
亲和母亲被迫卖掉了当初亲手盖的二
层 小 楼 ，父 亲 的 摩 托 车 也 被 抵 了 出
去。我们一家人在外租一个小小的平
房，那时，最怕的是过年，小小的家里
挤满了债主，逼着父母还钱。每到那
时，不善言谈的母亲一边要照顾我们，
一边还要安抚那些债主。那些说要去
父亲单位闹事的人，都被母亲给劝了
回来。我不知道那时的母亲是如何度

过每一天的 ，只 知 道 在 我 们 面 前 ，她
从未掉过一滴泪。每天，我在睡意蒙
眬中总能看见一个忙碌的身影，在缝
纫机前赶工，做活……是母亲的隐忍
和坚强，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那
几年。

我的母亲，很少因为生活的重担
而 流 泪 ，却 常 常 因 为 子 女 的 小 事 儿
流泪。

在我上中学那会儿，当时父亲出
差，我中午放学回家后，却发现家里没
有像往常一样备好饭菜。疑惑的我接
到母亲的电话，母亲说：“来卫生院，妈
妈 在 这 儿 呢 。”我 一 路 小 跑 去 了 卫 生
院，母亲坐在手术室前有些紧张，见我
过来，说：“妈妈一会儿进去做个小手
术，你等着妈妈，一会儿回去给你做饭
吃。”母亲腰上长了一个脂肪瘤，医生
建议做个小手术割掉。我在手术室外
等了半个小时，母亲扶着墙慢慢走了
出来，看见我高兴地笑笑，说：“别担
心，小手术，看妈妈自己都能走了。”回
到家里，母亲不顾术后的疼痛，给我做
了我爱吃的饭菜。吃饭时，母亲看着
我忽然红了眼眶，我问她：“是不是很
疼？”妈妈摇摇头，说：“不疼，妈妈第一
次 做 手 术 ，总 害 怕 自 己 下 不 了 手 术
台。万一我不在了，你可怎么办？妈
妈怕没人照顾你。”

参加工作后，母亲经常会给我打
电话，询问我的工作环境，衣食住行，
事无巨细都要我说一遍。听父亲说，
我出嫁那天，母亲背着我们哭了好几
次。多年后，当我也成为母亲，才真正
理解了母亲的眼泪。在中国铁建的这
些年，辗转了几个工地，站在暴晒的太
阳 下 ，挖 一 天 的 沟 ，回 家 脸 上 脱 了 一
层皮，我忍住没哭；连夜赶资料，加了
几个通宵班却被监理一句话否决时，
我 忍 住 没 哭 ；做 现 场 安 全 员 ，每 天 来
回 步 行 十 多 公 里 ，脚 上 磨 出 了 血 泡 ，
我忍住没哭……我坚强了那么久，却
抵不过自己女儿在视频里的一句话，
眼 泪 总 是 不 自 觉 地 在 眼 眶 里 打 转 。
女儿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回来陪
我玩好不好？”

妈 ，我 也 想 你 了 ，有 空 我 一 定 回
家陪您！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电气化公司

今年 4 月中旬，原铁道兵八师子
女学校四班、五班同学和 4 位任课老
师在四川省万源市聚会。当年，铁八
师的指战员奉命在这里修建襄渝铁
路 。 从 1970 年 到 1973 年 ，铁 八 师 的
子女在驻地部队子女学校读书。现
在，老师们都年逾古稀，同学们也即
将 步 入 花 甲 之 年 。 虽 然 离 别 44 年 ，
但万源学校旧址在大家心目中是那
么魂牵梦萦，难以忘怀。师生们从全
国各地会聚万源，故地重游，祭拜烈
士陵园，寻访学校和家庭旧址，倍感
亲切。

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原铁八师
四○团四营教导员吴国富女儿吴丽萍
费尽周折，寻访老房东的故事。

吴教导员一家来到襄渝线后，住
在万源县罗文坝严登堂家中。严登堂
家 3 间主房，腾出两间给吴教导员家
住，足见当地老乡对铁道兵的无私支
持。两家和睦相处，亲密无间。谁家
有好吃的，都送给对方一份。严登堂
家中有什么事情，村里的乡亲有什么
困难，吴教导员和营部官兵都鼎力相
助。山上的农田需要浇水，部队就将
施工用的抽水机借给他们；通往村后
的桥坏了，部队就及时修复。连队开
荒种菜，严登堂及乡亲们就将粪肥送
到地头；每到春暖花开的 4 月，乡亲们

就把新采摘的鲜甜樱桃送往部队。严
登堂的女儿严开菊和吴教导员的女儿
吴丽萍更是亲如姐妹，寒暑假中，她们
形影不离。1973 年，吴教导员一家转
业到湖北老家，两家人洒泪告别，难分
难舍，乡亲们都赶来送行。

20 世纪 80 年代，吴教导员所在的
湖北省竹山县 7031 电厂需要煤炭，派
他出差到达县购买。办完公事，他特
意去万源拜访部队驻地乡亲，寻找严
登堂一家。谁知途中交通不便，一封
加 急 电 报 将 他 召 回 ，成 了 终 生 的 遗
憾。2006 年离世前，他特意嘱咐女儿
吴丽萍，今后若有机会到万源，一定
要代他看望那里的乡亲，看望严登堂
一家。

在万源祭奠了铁道兵英烈后，我
们原属四○团的老师同学，就租车前
往 罗 文 坝 、毛 坝 等 部 队 旧 址 寻 踪 觅
迹。在罗文坝刚下车，吴丽萍就心急
火燎地向当地乡亲打听严登堂一家。
登山、上坡、再下山，终于得知严开菊
夫 妇 在 外 地 跑 车 ，严 登 堂 也 不 在 家
中。当时已近中午，师生们都急着赶
往毛坝，吴丽萍只好作罢。下午返回
时，吴丽萍要买礼品，再去寻访。大家
劝她先不要买，赶快去找人。吴丽萍
等铁二代又在罗文坝爬山上坡，累得
气喘吁吁，寻找良久，终于见到了老房
东严登堂。两人都饱含泪花，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吴丽萍代表父母寻访老
房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吴丽萍又看
望了其他几位乡亲，他们都还年轻，虽
不认识，却倍感亲切。分别时，她想买
点礼物送给大家，却找不到商店，只好
拿出几百元钱送给严登堂。已经 76岁
的老人怎么也不肯收，说：“离别这么
多年，你能来看望我们，已经很满足
了。”本来，分别应是一步三回首，但为
了让老人收下一点心意，只好说声再
见，就一溜小跑下山。走远了，才向他
们挥手告别。

多么令人感动的场景啊！这分
明是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真实
再现。

1976 年，一名年仅 17 岁
的小伙子光荣地成为一名
铁道兵战士。他把青春和
汗水奉献给了铁道兵，他把
热情和忠诚奉献给了自己
的事业。他就是我的父亲
——王宝贵。

1976 年到 1984 年，父亲
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南
疆线铁路乌斯特车站。这
条铁路线是联系南北疆的
重要干线，或许车站很小，
在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它
的痕迹，可是它却是通往南
疆的交通要道。父亲和一
批批年轻人来到这“一年一
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地方，
每天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每天都用饱满的热情默默
守候着乌斯特车站。

1979 年 ，中 苏 关 系 紧
张，部队决定在南疆线调运
军用物资并设防，而父亲则
是 物 资 调 运 队 伍 的 一 员 。
为了保证物资运送到指定
地点，他在搬动铁路道岔时，不慎摔成
重伤。虽然受了伤，但父亲说为了这一
车物资值得。乌斯特车站也成了见证
我父母爱情的地方，1980 年，我的父母
在这里举行了一辈子难忘的婚礼。

1984 年，铁道兵集体转入铁道部。
父亲顺利通过警察考试，脱下了军装又
穿上了警服，成为中国铁建的一名警务
工作者。虽然不从事施工生产，没有直
接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但是同父亲一
样的铁建警察们，甘为铁建保驾护航，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确保企业安全。父

亲解决的纠纷、处理的事情
不计其数，他总能把道理说
到人的心坎上，让人心服口
服。不管到哪里，认识父亲
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王所长
真厉害！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
出差，早早起来就背起包，奔
赴需要自己的地方。记得我
上初中时，有一天早上，父亲
早早起来在厨房做饭，我起来
问：“爸爸，又出差啊？”没想到
一 个 七 尺 男 儿 竟 然 流 下 眼
泪：“闺女，爸爸只想给你做
一顿早饭。”是啊，作为铁建
员工，常年奔波在外，把自己
的热血奉献给了事业，给闺女
做一顿早饭竟成了奢望。在
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一家人也
都成了忠实的“铁道兵”。为
了追随父亲，母亲辞去新疆的
教师工作，调入中国铁建，成
为一名铁建员工。而我和老
公都是名副其实的“铁二代”，
毕业后都投身于铁建事业，为

铁建继续奋斗。
父亲有一本影集，承载着他当铁道

兵时的记忆。父亲经常翻阅，给我们讲
过去的故事，父亲的事迹几天几夜也说
不完。每每给我们讲述铁道兵的故事，
父亲眼中都是光荣和自豪。从小父亲
就是我的偶像，从他的故事中，从他的
身 上 ，我 看 见 了 开 朗 的 性 格 和 不 畏 困
难、吃苦耐劳、热爱工作的精神，而且也
耳濡目染，以父亲为榜样，热爱工作积
极进取，为铁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四公司

我是谁
没有人知道远方的我
在漫长的黑色深夜里
用沾满泥巴的双手
铿锵谱写
工地奋战的乐章

我们背井离乡
我们一路漂泊
大家庭的温暖
让形单影只的我们发现
除了烈日当头
还有很多火热的心与我们做伴

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战
我们敞开心扉自由交谈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头顶是同一片蓝天
我们说着不同的方言
却成长在同一个家园
我们严守安全质量大关

我们共同把优质工程创建

我们无法忘记那个久违的村口
一声稚嫩的“爸爸”
我们无法忘记那位白发的老人
止不住地念叨

“下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一个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一次次节日离别的愧疚
只有大山的缄默

才能让你深深感受
那种深沉的情感与责任的厚重

开工的时候
我们奋战一线不分昼夜
竣工的时候
我们举杯欢庆一醉方休
我们在聚与散里选择了后者
我们把激越的情感深埋心头
用这份情感
把荒芜建造成繁华
把天堑改变为通途

没有人知道
我是谁
远方的我不再是一个人
我们是一支军队
引领着通往繁荣的列车
我们有共同的名字
铁建人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

过晚饭后，云还窝在山的弧线里，
我踏着散落的余晖，跟项目的几位同
事去工地值夜班。

施 工 现 场 在 广 州 市 白 云 区 国 道
G106 旁 ，我 们 要 在 国 道 上 空 再 建 高
架 ，以 缓 解 进 出 白 云 机 场 的 交 通 压
力。每天七点一到，北行的路段就开
始热闹起来。

这个季节，是新生的季节。广州
的市花木棉已长出新叶，不断有人在
树下捡起完整的花朵，晒干后煲汤或
者做药材用。各种颜色的马蹄甲虽然
蒙上了一些灰尘，但也竞相盛放。六
点多时，晚霞的颜色绚丽而多变，月儿
才似弯钩，温热的风徐徐吹来，城市的
霓虹渐渐升起了。因邻近机场，不断
有飞机从这里起降，迎来送往，离合聚
散。这座城市的夜啊，生动而丰富。

项目驻地离工地很近，几分钟就能
走到。六点半的时候，监理单位过来检
查桥梁墩柱保护层厚度，技术员和测量
员配合着监理人员的工作。等这项检
查工作结束后，墩柱还需复核模板位
置，检测合格后才能浇筑混凝土。

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刚刚盘
在头顶的一堆堆蚊子也追光去了。复
核墩柱模板过程中，发现中心位置有

偏差，不满足要求。这就意味着，必须
重新调整模板，繁琐的工作还得再做
一遍才行。

黑色如幕布垂下，月色朦胧，树影
婆娑。许是郊区，远离了林立的高楼
和万家灯火，仿佛还能看到几颗星斗
在天上的墨色和地上的灯光这两股力
量中间抗衡着，还有睡不着的鸟儿沉
默着。这时，母亲的来电打破了此刻
的静谧，当我告诉她我在工地时，能明
显感觉到她的担心。想一想，这个时
候，大部分家庭应该已经吃过晚餐，是
一天中开始放松的时候了。而我们，
这些工地建设者，还需要加夜班，去克
服困难，解决问题。幸好今天没有刮
风 下 雨 ，幸 好 这 座 城 市 在 温 暖 的 南
方。但愿妈妈的担心，会少一分。

不禁想起 2014 年在天津项目部的
时候，十一月时，渤海湾的夜已经十分
冷了。即便是赶上天文大潮，施工人员
也要通宵值夜班。六公里的长堰上，施
工人员要一直在围堰外侧巡逻，一旦发
现有渗水漏水的地方就要及时处理，辛
苦且危险。海风是十分冷的，想必那时
的月色只会清冷，而不会这么温柔。

喜欢一句诗：节物风光不相待，桑
田沧海须臾改。以前觉得这是一件离

我遥远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但当
我来到施工现场，看着一根根桩基沉
下去，一根根墩柱立起来，一座座桥梁
架起来时，感觉它们也承载了我们一
个个的梦想和希望。每一点改变，都
有一份心血浇筑在其中。

工作快六年了，大部分时间都在项
目上。夜在空中流动，关于夜的思绪也
不断涌现，除却工作的艰辛，项目上的
夜晚是丰富而有趣的。记得实习时，我
们在肇庆封开建码头，刚毕业的几个年
轻人，也是在工地的夜晚，一起畅谈理
想与未来。后来去了天津项目，我们在
这座海滨城市的仲夏之夜，一起烧烤，
喝酒唱歌。再后来又去了大连，在租住
的高楼上，看海上明月共潮生。

晚上九点多时，测量人员要赶往
下一个点报检，施工人员继续在现场
等候打混凝土。身为女性，太晚留在
工 地 ，反 而 需 要 照 顾 ，我 便 先 回 项 目
部。归途经过北村高速路口，常有人
拎着大包小包蹲在路口候车，也有司
机在附近招揽乘客。看到这种场景，
我总会忆起读大学时乘长途车上学，
也是这样大包小包，半夜时分在高速
路口被放下，再找车回学校。等待的
过程十分忐忑，怕收费过高、怕遇到坏
人，幸好每次均是平安抵达。

夜的眼睛里，装下了许多故事，青
春的不羁，成长的焦虑，生活的艰辛。
在夜更深的时候，这些故事也就安静
下来。花香继续流动，思绪尽管徘徊，
黎明随之而来。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一公司

本 报 北 京 6 月 15 日 讯
（记者赵渊青）第三届海峡两岸
新 媒 体 原 创 文 学 大 赛 日 前 揭
晓，《中国铁道建筑报》原中铁
十七局记者站站长李良苏创作
的长篇小说《一个士兵的哨所》
获得优秀奖。

这 次 海 峡 两 岸 新 媒 体 原
创 文 学 大 赛 由 中 国 出 版 集 团
公司主办，受到文学界和新闻
出 版 界 广 泛 关 注 。 参 赛 作 品
主要来自内地及港澳台地区。

《一个士兵的哨所》是一部
关于人与生活的故事，讲述一
个士兵在部队成长和在大漠荒
原执勤的经历。

李良苏，2015 年退休后仍
笔耕不辍，近 3 年来，先后出版
了 小 说《映 山 红 盛 开 的 时 节》

《后 河 的 故 事》《巴 图 鲁 的 秘
密》，散文集《昆仑世界》《青藏
高原动物传奇》，反映筑路生活
的特写通讯集《唐古拉山不会
忘记》《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对
一条铁路的思念》等。

李 良 苏 长 篇 小 说
《一个士兵的哨所》获奖

父亲是名铁道兵，母亲独自一人
带着我和妹妹生活，既要下地干活，
又要忙于照顾我和妹妹，很是艰辛。
于是，我便被送到山里的外婆家，由
外婆照顾。

外婆的家坐落在湖南邵阳东麓
的一个小山坳里，连绵起伏的群山包
裹着一个稀稀落落的小村庄。清晨
空气清幽，光影斜照，勤劳的外婆沐
浴着薄雾走向村口的老井，颤悠的扁
担在外婆的肩膀上发出“吱悠吱悠”
的响声。两只摇晃的空桶随着外婆
起伏的脚步声，交织成一支深沉而古
朴的乐曲。外婆在繁忙的生活中奏
响了这支晨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总能看到外
婆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当春寒料峭
的山风刮过原野，枯草拼命从黝黑的
土地里破土萌芽时，外婆便开始有条
不 紊 地 规 划 着 自 己 的 十 几 亩 田 地 。
没有念过书的外婆，虽然不懂得农作
物轮换种植的深奥知识，但凭借多年
的 种 植 经 验 总 结 得 出 ：轮 换 种 植 作
物，可以保证土壤养分的均衡利用，
能更好地调节土壤肥力。当微拂的
春风一遍又一遍地吹开皱裂的土地，
蒙蒙细雨轻轻地敲击着泥巴，地里泛
起潮湿泥土香味儿的时候，外婆便打
着一双赤脚，开始播种农作物了。我
的眼帘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春风

轻柔地拂过田野山庄，外婆的白发在
风 中 飘 扬 ，外 婆 的 身 影 在 田 埂 上 晃
动 。 柔 软 的 腰 肢 时 而 弯 曲 ，时 而 直
立，一只胳膊挎着竹篓，灵巧的指头
捏 起 种 子 ，另 一 只 手 不 停 地 挥 洒 着
化肥，播种下外婆的希冀，滋养着这
片贫瘠的土地……

劳累了的外婆，也喜欢在田间地
头 独 坐 休 憩 ，欣 赏 那 变 幻 无 穷 的 云
彩，内心涌起无限的温馨与浪漫。在
明净的蓝天下，外婆继续抡起铁耙娴
熟地“啃”着地里的泥巴。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外婆在田野里舞动着生活
的节奏，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着幸
福的生活，书写着别样的人生。

仲夏时节，乡间地头洋溢着夏的
绚丽，田间的秧苗郁郁葱葱，群山峻
岭间蕴藏着无数的财富，木材草药、
珍禽异兽。这时，外婆便放心地离开
一段时间的田园生活，带着我奔赴莽
莽群山，抡起坚硬的镐头，捡拾起一
根根名贵的药材；叩问这满山遍野的
树林，采撷林间鲜美的蘑菇，采集山
间绚丽的山花，浑身注满了力量。

秋 天 ，是 外 婆 的 秋 天 。 这 个 季
节，外婆注定忙碌，注定疲惫。当第
一声鸡叫的时候，外婆已踏落了滴滴
晨露，背负着沉甸甸的收成，一步一
颠地把秋天领回家；这个秋天，外婆
心 里 是 微 笑 的 ，那 高 高 堆 起 的 黄 豆

秸、玉米秸，堆积着外婆殷实的期望；
这个秋天，外婆的容颜憔悴了，腰弯
曲了，岁月在她的脸上无情地刻下了
刀痕，佝偻的身躯解读着外婆斗志弥
坚的人生历程。

秋收过后的农闲季节，外婆依然
不肯闲着。她买来柔软的绒线，为家
人编织毛衣，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
一线将满满的爱、满满的柔情编织于
绒线中。她那灵巧的双手把绵长的
爱 捻 成 坚 韧 的 线 ，编 织 着 岁 月 的 璀
璨；她那布满裂痕的双手总会把生活
调配得有滋有味，粗糙的素食经过外
婆的加工，变成又香又甜的美食；她
那布满老茧结痂的双手承载着满满
的 幸 福 ，外 婆 总 是 把 入 不 敷 出 的 日
子，填补得平平整整。

山里的外婆呵，您把青春投入到
贫瘠的土地里，岁月使您的身躯日趋
佝偻，您却依然为家人遮风挡雨，依
然为家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山里的外婆呵，您的学历表里是
一 片 空 白 ，您 却 精 心 创 作 了 一 部 巨
著，子女是您一生的骄傲。

如若来生再续爱，我仍然愿意再
做您的外孙女，外孙女奔赴他乡也忘
不了您——山里的外婆！年年岁岁，
您是我心底的最爱。最美的外婆，最
深的思念。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技工学校

妈妈的眼泪

□ 陈琳芸

寻访老房东
□ 吴聚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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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玲
玲

夜 的 眼 睛
□ 陈雪芹

最 美 ，外 婆
□ 段玉兰

铁 建 人
□ 姚 群

荷 黎文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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