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传身教承父业
!""#年 $月。
上海外滩。
即使经验再丰富的剧作家，对

于角色的出场也不敢掉以轻心。世
间有为人物的登台亮相，哪个不是
或瑰丽或奇异，各具风采？而此时，
我却低徊彷徨，心情有点迷茫。在芸
芸过客中，我并无亮色。

我已把外滩踩了几个来回，已
绕着中国银行大楼兜了多圈。

外滩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
其中，唯独中国银行一幢，是由中国
人自行设计建造的，是融合东风西
韵的经典，如东方美人，俊秀挺拔，
雅致高洁。
从二十世纪初高四层半的砖石

混合结构大清户部银行，到高十七
层约 %"米的中国银行大楼，发生的
故事曲曲折折，跌宕起伏。从中国银
行大楼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
身世，其中似乎有着某种关联。
我的父亲李广源，毕业于东吴

大学，高级工程师，是我的偶像。父
亲九十九岁那年，像往常一样午睡
醒来，梳洗定当，沏了杯茶，落座藤
椅，关照道：“不要打扰，我想静一
静”。待我赶到，父亲已安详地驾鹤
西去。一身白西装，一双一尘不染的
皮鞋，思维清晰，动作利索，内外兼
修的父亲形象，永远烙印在我的记
忆中了。父亲东西兼容的工作作风
和生活习惯的来源，除庭训，乡贤，
学校，书本外，还有他年轻时共事过
的德国、法国工程师。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南通海门度

过。父亲告诉我：海门出了个中国近
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张謇。身为
前清状元，为强国富民，张謇毅然放
弃仕途，回乡开发民族工业，把南通
打造成影响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工业
实验园区。张謇的不图虚荣、崇尚务
实，以及张謇的话：“天之生人也，与
草木无异。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
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既是父
亲心头的灯塔，也是父亲用来给我
励志的教材。父亲曾指着守护张謇
祠堂的石狮，告诉我：这对石狮为什
么慈眉善目，笑容可掬，与众不同？
因为它们是有名字的，一名“仁信”，
一名“仁义”。这两个词，是张謇留给
子孙后代的人生信条。正是靠着这
两个词，父亲安然度过坎坷劫难。
当我成年，父亲便带我在身边，

用机械制图训练我的一丝不苟，用
锉刀、榔头打磨我的坚韧不拔，用翻
砂铸造锻炼我的意志体魄，用化学、
物理拓宽我的人生视野。
东方观念与西方理念，东方哲

理与西方技艺，奇妙地交融在父亲
身上，也投射到我身上。整洁、严谨、
踏实、诚信、忠孝等品格，长期耳濡

目染，亦深植我心。
一条中国银行将进行保护性大

修的消息，勾起了我参与的强烈念
头。我专程前去踏勘的重点是铜门。
经历百年风雨，七樘双开铜移门及
两台铜转门的下部已被严重侵蚀，
毁坏到钻得进歹徒。要修复，要无损
于石墙，又要让新表层与老包浆结
合得天衣无缝，难度极大。细加查
看，反复权衡，方案渐渐在我脑中成
型。我有点激动。我隐约觉得，一展
身手的机会到了。外滩中国银行铜
门，或许正是我的阿里巴巴洞门！

交锋切磋成大业
我请一位朋友陪同去游说项目

经理。
从青浦往外滩赶。
堵车。
等赶到，朋友一脸懊丧：“没戏，

我被轰出来了！”
我急了：“我还没见呢！不能回去。”
见那朋友又来，经理大为不悦。
“不好意思，是我想见您，能否

听听我的方案？”
“已经决定，由当今铜艺行业前

三名中挑选一家施工，”经理断然
说，“你没机会了！”

我长叹一声：“该项目没有我，
必留遗憾！”
“哦？”总工程师惊诧。“口气不

小嘛！我倒想听听你有何高见了。下
午五点过来，给你半小时时间。”

约谈如期进行。与铜艺大师们
都很熟悉的总工程师起初没把名不
见经传的我放在眼里，就像棋盘上的
较量，他以为二三子即可收盘，攻势
凌厉，咄咄逼人。岂料，我见招拆招，

越战越勇……一波三折，山重水复，
终于柳暗花明，交锋转化为切磋。
预约的半小时，一谈谈成了五

小时。
为找到不仅能恢复这幢经典建

筑的功能性与装饰性，还能确保相关
部分的完整性，文管会、银行、建工集
团不知审阅了多少部厚达几厘米的
方案，经历了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的
评审会，寻寻觅觅，已近十年。总工程
师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叹道：“我等
的人，想不到今天出现了！”
接下来的过程不必细表，两年

后，由我的团队一手修缮的中国银
行大楼铜门以及一应内外铜饰，以
容光焕发、富有历史感的面貌，迎来
送往。中国银行大楼铜艺工程成为
行业中的标杆，稳稳矗立。
我的履历表，陆续填进的不仅有

一连串外滩建筑，上海邮政总局，人
民大会堂国宴厅、上海厅……的建筑
铜艺，还有从汇丰银行铜狮，到中国
最大的烟台秦始皇铜像、长春关公铜
像、沈阳铜牛……我钟爱的雕塑也逐
渐显山露水。我成了业内公认的治疗
疑难杂症的高手。迪斯尼乐园也向我
招手了。当然，这些都属后话。
“芝麻开门！”阿里巴巴喊了一

声，崖壁居然訇訇移开了！
暮色苍茫。外滩建筑群的剪影

宛如逶迤山脉，天际横陈着一抹玉
如意般的祥云。
我想到父亲。
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是寄托着殷

殷期望的，是希望我志向高远洁净
如九霄青云，为人厚重稳健如五岳
巍峨。
“我明白！”我用力点点头。

不识身在唐山中
我是一个普通的归侨，回

到祖国已 &"多个年头了，如
今我年已古稀，为国家也没作
出什么大的贡献，但党和人民
却给予我极大的荣誉，曾两次
当选过上海市劳动模范，也曾
被评为全国旅游系统先进工
作者、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全国优秀工作者，并获得过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每当
我看到那些金光闪闪的奖章
和奖状时，往事就像电影一幕
幕在我眼前展现……
我出生在泰国，祖籍广东

潮州，自幼深受家人影响，也
会说潮州方言。父母虽然长期
侨居泰国，但他们始终热爱自
己的祖国，直至过世，仍保留
着中国国籍。小时候，我常听
父母讲有关中国的故事，他们
把中国称作唐山；从他们的叙
述中，使我产生了对祖国的向
往和热爱，心想：哪一天能回
唐山该多好啊！'(&&年，我终
于梦想成真，瞒着父母和其他亲
人，和十多个华侨青少年一起，乘
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当船离祖
国边岸还隐隐约约时，我们就迫
不及待地来到船头甲板上，对着
祖国眺望，心也随之怦然跳动。一
踏上祖国的大地，又感觉那么陌
生和神奇。原以为唐山是一座大
山，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地大物
博、景色秀丽的大千世界。我不禁
问起旁人，唐山在哪里？那人笑着
告诉我：唐山是海外侨胞对祖国
亲切的称呼，中国就是唐山，唐山
就是中国。这时，我才明白了这个
道理。身在唐山却不知唐山在哪，
想想真有点可笑！

当上了泰语翻译
回国后，我就读于厦门集美华

侨补习学校和北京外国语专科学
校。)(%*年，组织上调我到上海市
中国旅行社担任泰语翻译。
当时，社里懂泰语的只有我一

人，任务十分繁重。我接待的旅游
团主要是从泰国来的华侨和泰籍
华人，他们向往中国，但对中国又
很陌生。每次带团去游览，我都尽
量让他们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我总是仔细地观察游客们的行动，
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千方百计地多
为他们做些事。有人要我带他去看
病，也有人要我为他们购物，更多
的人要我为他们代写书信，有次一
个团我就帮他们写了十多封信；发
电报、打电话、找亲友、寄邮包也是
常有的事。说句心里话，这些“差
事”非常累人，因为都是在我休息
时间为他们义务操办的。可我不能
叫游客失望啊！不少人都亲切地叫
我“陈大姐”，以后再来到中国，就
指名道姓要我为他们带团。
有次有个游客要买中药朱砂，

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这事
揽了下来。在上海，我跑了多
家中药房，都因断货而没有买
到，后来团队来到南京，又到
杭州，我又继续去买，仍然空
手而归。游客有些过意不去，
就对我说：“陈大姐，买不到就
算啦！”我摇头。直到在北京，
朱砂终于让我买到了！我心里
万分高兴，就像得到了稀罕的
宝贝，而游客更是乐不可支，
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还有次在桂林，有位游客

遗失了一枚价值两万泰币的
钻石戒指，她焦急万分，连吃
饭都没味儿，游兴也大打折
扣。我二话没说帮她一起寻
找。翻遍了房间，仍未找到。游
客看我这样，有些不好意思，
也有些气馁，叹着气说，算了
吧。我摇摇手，弯腰、屈膝、趴
在地上……一个一个角落地
搜寻。终于，我眼前一亮：原
来，戒指掉在写字台桌角后，
难怪一直看不到！游客从我手
中接过她心爱的戒指时，激动

得不知如何是好，向我谢了又谢。
泰国有家旅行社，见我不但会

讲泰语，还会说潮州方言，他们正
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就以高薪来聘
请我到那里工作，丈夫和儿子也可
以随我一起去泰国。对此，我笑着
回答：“若想挣钱多，图生活舒适，
我何必要回国呢？”

在泰国略尽薄力
)(*(年，组织上借调我协助

一位干部到泰国去工作。其间，我
因大病被送进医院做手术，病愈
后，于 )((+年提前退休。当时，根
据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留在泰国
帮助亲友工作。
一天我上街，看到一位来自中

国的妇女，坐在一座大楼下，愁云
满面，哭哭啼啼，我一看就知道出
了什么事，一打听，果然如我所料，
她是被一些不法分子用花言巧语
骗到泰国来的，说什么到泰国工作
十拿九稳能赚大钱，可到了泰国以
后，却要逼她去卖淫，她坚决不从，
护照被不法分子没收，叫她回国不
得。异国它乡，举目无亲，她多么需
要有人拉一把呀！
我从心里为她难过，毕竟是中

国同胞姐妹呀！可是明救不行，泰
国的黑社会一旦知道，是不会放过
我的。于是，我就悄悄地递给她一
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中国大使馆的
地址，要她赶快到那里去求救。随
即我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知
道她最后安全回国了没？我至今心
里挂念。
新世纪之初，我回到上海，从

此在家中安度晚年。回想到以前的
事儿，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
做的都是些细小琐事，都是份内
事，然而作为一个归国华侨，我为
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更为现在越
来越富强的祖国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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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错位了结的事故 ! 蒋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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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图 叶雄

! ! ! !前几天，遇到一件糟心事。
我驾车正常行驶在新建路隧

道，猝不及防被追了尾。所幸仅是车
身油漆被蹭刮了些许，属于一起轻
微的碰擦事故。本该是一起常见的
交通事故，只要分清事故责任，然后
履行常规报警、报险程序，再走保险
维修车辆，即能了结。为此糟心，却
是因为事后的一波三折。

我生怕隧道因此发生拥堵，一
心想着快速撤离，便下车拍了几张
肇事现场的照片，随即对肇事司机
说：“你跟在我车后赶紧走，我们先
撤离隧道再报警。”对方同意，我们

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各自
匆忙重新驾车上路。然而，当我驶离
隧道下车等候肇事车与我汇合时，
却眼睁睁见他开着车扬长而去。
别无他法，我选择报警。接警警

官说，遭遇肇事车逃逸，只能去隧道
管辖区报案。于是，我立即驱车前往
交警支队事故科报案。警方当即立
案，并当即彻查逃逸车辆。结果却犹
如给我泼了一盆冷水：“逃逸车辆的
信息不全，一时无法追查，很有可能
是一辆套牌车。你先回家吧，我们查
到肇事车辆的线索会跟你联系。”
我郁闷之极，回家后就把肇事

现场的照片发上了微信朋友圈，并
简单叙说了经过。意外在三个小时
后来了，朋友从肇事车牌号入手，通
过“人肉搜索”，竟然把该车的挂靠
单位、法人的电话私信了过来。我将
信将疑，警方尚且感到侦查棘手的
事，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查到？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我拨通了那个电话。当
真有些不可思议，肇事车辆和逃逸
司机，就这样被我找到了！

这起事故很快回归交通法途
径，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只是我高兴
不起来，个中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
方。我似乎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