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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年暑假，我在一所乡村小学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想不

到升学率竟在全公社名列第一，且学生作文颇有特色，内容具体，
语句通顺流畅。是年，全市各区县都要设立一批重点中小学，我即
被调入设在南汇县城的重点小学———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接到工作调令，我心理压力颇大。调动固然是上级领导对我的

信任器重，然城镇孩子跟农村孩子毕竟不一样，工作能否胜任？
我被安排担任六（$）班班主任。该班调皮学生比较多，班级纪

律涣散。我从原班主任那里了解了情况后，就利用暑期休息时间进
行普遍家访，熟悉学生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有一个学生是单亲家庭，父亲是机关干部，被抽调去扬州干部

文化补习班。该生喜欢运动，学习不自觉，家里又没人监督，半个多
暑假已经过去了，作业却一个字也没写。我恳切地教育他：“假期是
应该好好休息，玩个痛快，但作业也应认真做好，这才算是个真正
的好孩子。你进步了，爸爸在扬州学习也安心。”他听了连连点头。
我又跟他一起制定了作息时间表，隔三差五到他家，发现他做

作业碰到什么困难，就及时进行辅导。周围邻居见之都说：“介热格
天，老师放弃休息，一门心思培养侬，侬再勿用心，实在讲勿过去
哉！”孩子果然在开学前完成了暑假作业，而且清楚认真。
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我都请班上一些孩子到学校来一起打篮

球，同时听听他们对新老师的要求。这样，在开学前，我既了解了学
生的家庭情况，又初步掌握了一些调皮学生的个性，师生关系融
洽，一开学班级就十分平稳。开学后，每天晚饭后到八点前，我仍然
坚持家访，一个学期下来，班级风气焕然一新。

破天荒第一次发奖
次年元旦以后，学校领导在会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将

发放 %"&"年度的综合跃进奖，奖金分三等，一等奖 %'元，二等奖
%$元，三等奖 %(元。评定方式先个人自报，再小组互评，再经上级
批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建国以来发年终奖，这可是破
天荒第一次！
在小组互评会上，我汇报了一年来自己的工作情况后，自报二

等。但小组同志一致认为我家访工作有特色，班级工作有显著成
效，应该评为一等。上级领导最后也同意小组意见。得了一等奖，我
既高兴，又深感受之有愧，决心今后当加倍努力工作。

%'元奖金拿到手了，怎么花呢？%'元，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买一块上海牌手表或制一套毛料中山装？不够。上几次饭店吃个精
光？也花得太没有意思了。难得的奖金，一定要花得有价值才行。这
时，一个念头在我头脑闪现了……

换来一沓精神食粮
我求学时，很喜欢历史，对太平天国特别感兴趣，有关这一阶

段的主要事件、时间、人物等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还萌生了进师大
历史系继续深造的念头。无奈，当时教师要想考大学，必须经上级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上级则以教师必须巩固专业思想，安心工作为
由而不予批准。我只能把研究历史作为业余爱好。
一个月前，我到上海实验小学听课。听罢，顺便到福州路中国

图书发行公司走一遭，发现一本新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
编》。我胸海里立刻浮现了家中《南汇县光绪志》上记载的一段话：
“咸丰三年癸丑秋，粤寇刘丽川作乱……知县章惠自缢死……”我
如获至宝，翻开目录，有小刀会攻占点春堂后发布的安民告示，有
刘丽川的《上天王奏》以及各县县志有关小刀会起义的记载等等，
《南汇县光绪志》所记内容当然也在其中，资料丰富翔实。

我想买下这本书，一看定价：&元 )角。当时我每月工资仅 '(

元 &角，%&元赡养父母，&元存银行，再扣去伙食费零花钱，皮夹子
里仅剩 *元几毛。然而此书深深吸引了我，我一个劲地看下去。大
概看的时间太长了，书店里的同志问了我一句：“你买不买这本
书？”我只得把书放回书架，失落地空手而归。

此时，手拿奖金，我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对书的渴望，等到春
节，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公共汽车，去中图公司买下了这本书。此
外，还买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又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太平
天国史论文集》以及罗尔纲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元
年终奖，变成了厚厚的一包“精神食粮”。拎在手里沉甸甸，想在心
头乐开花。

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年终奖仅 %"&"年度发放过一次，可谓绝
无仅有！实在难忘。如今，年终奖已成惯例，只不知现在人们会把钱
花在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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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升一级当曾外公
+(%$年的冬天，全球都变得特

别寒冷，我们上海也不例外，许多老
年人和外来务工者或来沪旅游的朋
友都连呼冷得受不了。

上海的气候虽然阴冷难熬，但
我的心里却是暖呼呼、脸上喜洋洋
的，因为我的大女儿马上要当奶奶，
我呢，就要再升一级当曾外公了。我
生于 %"'%年，生肖属蛇，如果说十
二个春夏秋冬算一个轮回，那我在
这个地球上已经走过六个轮回了。
年初七的晚上，外孙媳妇在医

院平安顺利地产下了一个七斤六两
的男婴，比他爸爸出生时还要重五
两，比他奶奶当年出生时的五斤八
两几乎要重二斤，真可谓一代重过
一代。当上了奶奶的大女儿笑得合
不拢嘴，神采飞扬地说，今年人家迎
财神我们家迎来了个蛇宝宝，真开
心呀。大家都习惯称属龙的是天龙，
宝宝的小名就叫小龙！
小龙抱回家后，由于未雨绸缪，

事前准备充分，用洗干净又消过毒
的旧床单制成了百多块尿布，曾外
孙的拉撒都不成问题。我的老伴和
外孙媳妇的奶奶、妈妈之前已达成
共识，认为“尿不湿”尿布费钱，不环
保，还是用自制的尿布这个传统的
老办法好。外孙小夫妻俩很豁达、随
和，笑着说，我们在这方面没啥经
验，就照你们长辈的意见办。

土法灵光皆大欢喜
春节过后，春寒料峭，阴雨连

绵。太阳虽偶尔也露过脸儿，但光照
不足，尿布时常晒不干，摸在手上总
有点微湿的感觉。好在家里有电热
器，微湿的尿布搁在电热器上稍微
烘一下就干了。可烘尿布时弥漫在
房间里的尿膻味却让刚当了爸爸的
外孙有些受不了。我开玩笑问：“硕
士先生，这烘尿布的气味如何呀，很
好闻吧？”他皱皱眉头，捂住鼻子，笑
着躲到书房里去了。
尿布烘干的问题解决了，但烘

干后的尿布又因为缺少了一定的湿
度与柔性，所以小龙的小屁股上生
出了一些米粒大小的红疹。女儿心
慌情急，打电话向我求援。我不敢怠
慢，立马乘地铁从宝山赶到浦东的
女儿家。随身带去的，不是什么灵丹
妙药或锦囊妙计，而是一只椭圆形
的铜质汤婆子。

到了小夫妻俩的新居，我先用
,(摄氏度左右的热水将汤婆子灌
满，然后用洗净烘干的尿布把汤婆子
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得严严实实。过
了半个小时，把焐热的尿布抖开，顺
手甩几下，立刻变得很柔软，手感也
非常好。叠在一起，高高的，像座小
丘，似一件工艺品。我叮嘱女儿和她
的亲家母：给小龙换尿布时，一定要
用温水把宝宝的小屁股洗干净，不要
嫌麻烦。我解释说，电视里报道：今年
冬季，上海人又时兴使用汤婆子，火
得很，超市里供不应求。说起来，我们
及我们的长辈都是这样过来的：阴雨
天，用灌满热水的汤婆子为婴儿焐干
尿布；夜里给孩子焐脚头；白天随时
用来暖暖手，既实惠又环保。

女儿家和她儿媳的新居只隔一
条马路。晚上我住在女儿家，白天就
一起去新居观察宝宝小屁股的变化。
不消几天，小龙屁股上的红疹便消失
殆尽，皮肤光滑如常。“灵咯，灵咯，老
爸的土办法真灵光！老爷子真不愧是
我们家的万宝全书。”女儿高兴得手
舞足蹈起来。我没好气地瞪了她一
眼：“你是过去聪明现在糊涂，当年家
里人用这只汤婆子给你们的宝贝儿
子焐尿布的情景，你全忘啦？大概是
被兴奋冲昏了头脑吧！”她眨眨眼睛，
似乎在回忆，然后不好意思地“噗哧”
一笑：“老爸！这些天人家心里不是净
顾着高兴嘛，哪会一下子想到这些事
呀……”说完转身进厨房去为坐月子
的儿媳煲鲫鱼汤了，嘴里还哼着《罗
汉钱》里的唱词“我来做个媒，包侬称
心肠……”

! ! ! !我的母亲生前是
沪剧名角丁是娥的忠
实“粉丝”，大女儿幼
年受她奶奶的影响，
耳濡目染，也迷上了
沪剧，祖孙二人的一
段《燕燕做媒》几乎成
了我们家茶余饭后的
保留节目。听着女儿
哼的沪剧，我想起了
母亲，又想起了奶奶，
想起了奶奶留传给我
的汤婆子。
我下意识地走进

外孙的书房，从书架
上取下我五年前写的
小册子《不做炒家做
藏家》。其中有一篇文
章，题目叫《温馨的汤

婆子》，发表在 +((+年 %月
%)日《上海老年报》上。以
前，汤婆子是市民家中常见

的生活用品，并没有什么“炒作”的价值，但它有收藏的价
值，更有值得人们追怀的纪念意义。此刻，又读着那熟悉的
文字，勾起了我苦涩而温馨的回忆———

上世纪 &(年代中期，我初中将毕业，却因患急性阑尾
炎住院开刀。手术后需要营养，可家里十分贫困，六个弟妹
都吃不饱。邻居康奶奶是位退休工人，她告诉我母亲，喝猪
肝汤能滋补身体。母亲只是木然地点点头，站在床边并不挪
动身子。我知道，母亲手里没有钱。康奶奶走后，母亲俯身欲
从我被窝里抱走汤婆子，被我一把按住了。我说：“姆妈，汤
婆子是奶奶送给我的，不能卖。我不喝猪肝汤。”母亲抹着眼
泪走开了。我搂着热乎乎的汤婆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梦见了白发苍苍的奶奶……每逢冬夜，奶奶

总是先把汤婆子灌满热水，再裹上旧布衫，然后塞进我的被
窝里。哦，睡在暖烘烘的被窝里真惬意啊！我睡觉不老实，常
把汤婆子踢翻在地上，不知将它摔破过多少次，所以它身上
留下了许多“伤疤”和“补丁”，但奶奶总是把它擦得铮亮铮
亮的。听奶奶说，这只黄铜制成的汤婆子是她当年出嫁时娘
家的陪嫁品，我父亲小时候也用它焐过脚哩……
我被母亲唤醒了，睁眼一看，床头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

猪肝蛋汤，再伸手一摸，被窝里的汤婆子没有了。我一下子
明白了，母亲把奶奶的汤婆子卖了，换来了这碗猪肝蛋汤！
“我不喝猪肝蛋汤，我要汤婆子！”我哭得好伤心，母亲怎么
劝也没用。
这时，面容清癯的康奶奶进来了，她怀里捧着我家的汤

婆子，用带责备的目光瞥了我母亲一眼，轻轻地将汤婆子塞
到我的脚旁，慈祥地说：“汤婆子里的水凉了，我重新给你换
了热水。孩子，喝了猪肝蛋汤身体好得快，可以早点去读书。
喝吧，康奶奶请你喝！”我双手捧着葱油飘香的猪肝蛋汤，脚
边焐着暖烘烘的汤婆子，感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流淌不止。我觉得，康奶奶就像我的亲奶奶……

———“老爸，又在忆苦思甜啦？”女儿把我从回忆中唤
醒，并递上餐巾纸让我擦拭眼角的泪水。她抚摸着我的肩
膀，掐着手指，自言自语说：“太奶奶、奶奶、老爸、我、儿子、
小龙……哇！老爸，太奶奶传下来的这只汤婆子已经伺候过
我们家六代人了，真是劳苦功高啊！你这篇《温馨的汤婆子》
现在应该再续写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温馨六代人的汤婆
子》，怎么样？”我吁了口气，仍然沉浸在伤感中：“当年，我抱
着你太奶奶送给我的这只汤婆子从乡下老家回到上海时，
上海刚解放不久。想不到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成
太爷爷了……”女儿笑盈盈地说：“老爸，你身体健康，思路
清晰，过得开开心心的，活到一百岁不成问题，现在上海的

百岁老人多得很，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哟。
我们家现在已是四世同堂，我看呀，将来
五世同堂完全是有可能的。老爸，你要加
油啊！”
我舒心地笑了，感觉很欣慰，很温暖。

忆苦思
甜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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