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铜匠"#劳动者曾经的追求
陈甬沪

! ! ! !去年，拙作
《建科创中心，别
忘了培养“学
徒”》在上海媒体
刊出，文友说上

海滩现在哪有“学徒”之词之说之
论？于是，表哥向我讲起了“外国
铜匠”的故事———
“学徒”确实不可小觑，上世

纪 !"年代的“上海师傅”美名扬
遍大半个中国，为乡镇企业的崛
起、让农村有了工业化基础，作出
了贡献，功不可没。这些大多由
“学徒”演变成“师傅”的传承者，
被尊称为上海滩的“外国铜匠”。
我的大表哥，现八十有余。#!

岁那年为承担兄弟姐妹中老大的
责任，到一家机器厂当学徒。上世
纪五十年代中期初中毕业进厂当
学徒非常普遍，学手艺还可补贴
家用，也是很多小年轻的追求。大
表哥脑子机灵，敬重并虚心请教
自己的带教师傅，平时还善于
“拜”车间里有独门所长者为师，
手勤腿快嘴甜，三年下来车、钳、
刨、铣样样有了一手。那年在公司

的青工竞赛中，他用一把把锉刀，
将一块块不规则的铁坯，硬是按
要求锉成了有直角平面、梭角多
面、梯形斜面、半圆形的“工艺
品”，一举夺得了头等奖。三四年
后的评级中又被破格评为七级钳
工（最高为八级）。技术出色的大

表哥，还喜欢踢足球，从厂队、公
司队，一直踢到上海青年工人业
余足球队，$%&!年参加了全国性
联赛还得锦标，可谓全面发展。

大表哥因为享受到“八级工
资制”，所以姑姑家迅速“致富”。
那时一个人每月能有 %"余元薪
水，大家庭的日子很是滋润。所
以大表哥是青工们学习的榜样，
也是家族中的英雄人物。
说到英雄还真有故事，那年

工厂受命国家级某个协作零部件
制作，其精度要求很高，而厂里那
台外国进口的精密铣床“年事已

高”，难堪大任。“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大表哥向厂长承诺负
责铣床“大修”。当时没有资料存
档概念，信息又闭塞，大表哥迎
难而上，竟然将这洋机器整修一
新，铣出来的精度丝毫不差，于
是“外国铜匠”声名鹊起，行业内

外常请他“会诊”，攻克“洋玩意”。
“外国铜匠”确实有能耐，当

年里弄加工组搞技术革新，买来
电动机套只圆盘刀片就以为可以
“锯木”。大表哥得知后，从讲解原
理开始，亲手绕制减速线圈，设定
转速，校正平面，让土造机器减轻
了阿姨妈妈的劳动强度。上世纪
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他作为“上
海师傅”被一些乡镇企业抢聘。特
别是他凭借着车、钳、刨、铣、镗等
手艺，成为一些企业新品研发中
的“模具”高手。
如今，上海要建设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科创中心，讲求互联
网'思维，推进形式创新，非常值
得提倡，当然，原始创新更重要。
一个个物理化的创新产品，无疑
对改变人们传统思维、行事方式、
生活习惯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助
于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而原始
创新的物理化产品需要“中试”环
节支撑，“中试”的质量关联到
“车、钳、刨、铣、镗”等基础性工艺
水准，“马桶盖”等之争盖因于此。

现在上海小青年从学徒开
始，成长为“车钳刨”高手已难觅
其影。呼唤让“外国铜匠”后继有
人再续佳话，亦是科创中心不可
或缺的一个支点。
当然，今年好消息不断，上海

开始试点新型学徒制，实施新一
轮“首席技师千人计划”，&年内
要培养 ()万高技能人才，并重奖
岗位成才者，到 (*(*年，高技能
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达到
+&,。

但愿我们的劳动者能重拾
“外国铜匠”精神，重振上海技术
工匠的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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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做放心早餐事业的黄健，想到了要为买卖早点的
人写一首歌。于是，他请来了屡屡获奖的歌词作者唐同
轨老师，歌词既成，延请作曲家侯小声先生出马谱曲，
这就是新歌《放心早餐，温暖的灯》。一个周日的下午，
笔者目睹了录音过程。
歌声是好听的，特别是经过女声独唱演员徐晓璇

的演绎，将细枝末节处尽情演绎出来。她在唱到“百喝
不厌”时，感觉不顺口，不响亮，于是提议
删掉了一个“百”字。原歌词中“歌吟”也
被她改为“吟唱”，对的！歌词要通俗，节
奏更流畅，大家一致通过。后在一处音节
上，徐晓璇竟然又改变了唱法，现场的侯
小声大肚能容表示首肯：有道理！他为此
还改了曲子。至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
工程系教授胡桃源的录制也是另有一
功，他在指导歌手演唱时，会提出在什么
声音的位置上音调不要落下去，甚而要
求再唱得“嗲”一点，让人忍俊不禁。
我第一次看到一首歌的诞生，才知

道：录歌是可以接排的，正如文章可以修
改。此外，一句歌词唱下来，需要调整气
息后再重新唱。下午从进轨及弦乐、伴
唱、独唱后，晚上还要合成并轨。我回家
了，我的文章也要“并轨”，但须独立操作。
早餐原来没有那么文雅，就是早饭。以前吃早饭就

是泡饭酱菜居多，加上一根油条也算不错了。现在生活
水平上去了，吃得要营养讲究了，早饭变早餐了，在国与
国的外交礼仪中还有“共进早餐”一说。但是，老百姓的

早餐事关重大，上海人黄健先生在家乡
青浦开出早餐工程，随后到浦东新区，
接着又到武汉去并被当地列为市政
府实事工程，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了。

在青浦和浦东，早上三四点配送
车从朱家角食品加工厂出发，送到各个网点，正是歌词
所唱的“当夜莺还在晨曦中轻声吟唱，当启明星在天边
眨巴着眼睛，你早早离开孩子离开亲人，点亮起早餐车
那盏温暖的灯”。初始，黄健就提出了不要太激昂、要温
柔一点的主张，顷刻被接受。歌声唱起来，舒缓、柔美，
极具抒情性的自然描述，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丝淡淡的
忧伤。正因为此，接下来一句才凸现出来那种平凡中的
不平常：“放心早餐，啊，温暖的灯。”人们尽可想象而且
可以实地触摸，清冽的寒风里，潮湿的夏天中，一盏幽
幽、若明若暗的灯，闪烁着迷离的光芒，带给早起的劳
动者以美味果腹的满足感。

还有，以前菜场职工辛苦，三四点钟起来，当时人
们称之为“半夜夫妻”，特别是冬天，被窝焐热不久，又
要出去上班了。现在，早餐车也是如此，从事这一职业
的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中年人，她们和他们，平凡而普
通。黄健曾经在国企担任中层干部，现任中国烹饪协会
理事、团餐和快餐委员会副主席，他以向广大市民提供
优质放心安全的早餐为己任，同时想到了要制作一首
歌，提振企业员工的自信心，“五一”前夕大功告成，为
新时代的工人阶级谱一首新歌，难能可贵，值得传唱。

劳动创造无尽的爱
吴永持

! ! ! !父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民，也可以说
是一位的典型劳动者。他平凡而又善良，
坚强而又明理，靠种田为生，养育培养了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儿多父母苦。记得小
时候，我家没有换洗的衣被，缺油少盐，
粮食总是不够吃，吃上顿愁下顿，小弟小
妹经常哭饿。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和母
亲分别带着还能走的孩子外出乞讨，回
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爷爷怀里的孩子是
活还是死。有一
次，父亲用讨来
的半斤稻米和山
上采摘的瓜果野
菜给我们做了一
顿晚饭，串门的伯父闻到米香后到大食
堂告密，结果父亲挨了斗，又游山。
老家有个习惯，就是吃年夜饭时要

紧闭大门，防止不速之客，认为团圆饭时
陌生人闯入是不吉利的。可父亲却把大
门敞开，只要有乞讨的，总是要给人家一
碗饭一块肉，带小孩乞讨的还给
人几分钱。长大了我才明白，是因
为有过挨饿和乞讨的经历，父亲
更理解要饭人的遭遇和心境。

为了能让我们兄妹上学，父
亲炸油条、做豆腐、种草药，劳作终年。每
到开学前，父亲都要卖点口粮或木材，或
东借西凑来给我们交学费。一次，父亲去
薄刀峰剥橡树皮，从 &*多米高的橡树上
摔下，又在峭壁上滚了百多米，幸被一古
树阻拦，才没掉进万丈悬崖，清醒后，父
亲硬是把百十斤的橡树皮从三十里地外
挑了回来，卖掉后带回橡皮、铅笔、作业
本和胶鞋。在那样困难的年代，父亲把七
个孩子都送进学堂，在家乡被传为美谈。
我读中学的时候，每斤大米学校食

堂要收 +分钱的柴火钱，每周约一角五
分，否则就领不到饭票。有一次我哭着对
母亲说，如果下周再没有柴火钱，我就不
读书了。周末，父亲给我送来一元钱，后
来才知道那是带血的一元钱。生产队修
水渠，父亲去当挑夫，挑百十斤的土砖，
从公路挑到 -里路外的山坳，每趟 .角
钱。土砖把他的右腿砸伤裹了绷带，父亲
惦记着我的柴火钱，硬不肯休息，撑着拐

杖继续挑担。在
颠簸的山路上，
父亲负重而行，
伤口再次崩裂，
血水顺着绷带缝

隙渗出，滴在土砖上，滴在箩筐上，滴在
地上，一路逶迤，令其他人唏嘘不已。
通过读书，我们走出了大山，有的进

了企业，有的进了机关，圆了父亲的梦。
可他丝毫不轻松，怕我们走歪了路，砸了
饭碗，丢祖宗的脸。有一次，得知我的弟

弟和父亲认为的“小混混”在一起
玩时，父亲把一身戎装的弟弟骂
得抬不起头。
六十多岁的父亲依旧犁地耕

田，风来雨去，毫不闲暇。我们兄
弟姊妹都想争着接他到城里来享清福，
可他说做惯了，闲着会生病的。父亲病逝
前一天，感到不适，家里人说叫救护车，
可父亲说到县城就天黑了，耽搁医生下
班，不肯去。第二天清早 &点救护车来
了，父亲又怕驾驶员饿肚，叫母亲先去煮
点面条，一切安顿好，出发时发现父亲已
不省人事……
昨晚又梦见他回到老屋。梦醒时分，

却已是云山阻断。但父亲勤劳、善良、正
直的品质，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只能微微一信
刘凤侠

! ! ! !自从手机上装了微信，加了朋
友圈，我便开始眼花缭乱。什么明星
八卦、精美散文、旅游攻略、养生保
健……甚至军事机密也可略知一
二，真是神奇。
不过，我只对养生保健感兴趣。

自从进入中年后，明显感觉身体不
如从前，皱纹出现了，皮肤也开始松
弛了，于是赶紧补课注重养生保健。
闺蜜们纷纷响应号召，到处搜集资
料，转发给我。
一天才起床，“叮咚”微信铃声

响了。一看，是芳子转发的微信：《饭
前吃水果的诸多好处》。详细一看，
乖乖，还真多。什么饭前吃有利于身
体必需营养素的吸收；水果是低热

量食物，先吃低热量食物，比较容易
把握一顿饭里总的热量摄入……
好吧，只要对身体好我都要试

试。每天苹果、橙子、枣子……轮换
着吃。一段时间后，明显感觉体重减
轻了。能减肥保持身材也不错，我自

然也开心，只是隐隐感觉胃部不舒
服了。
没隔几天，小娟又紧急呼叫，在

微信连发了几个有关吃水果的帖
子。点击第一帖《饭后吃水果的几大

好处》，什么一般水果都会刺激消化
液分泌，促进大肠蠕动，故宜饭后吃
水果；饭后吃水果既可帮助消化，又
不伤害肠胃……

我有点蒙了，再点下一个链接
《吃水果的禁忌》。一看“苹果早上吃
是金子，中午吃是银子，晚上吃便是砒
霜”。苍天啊，这下我彻底崩溃，该信
谁的呢？思量后，赶紧上医院找远房
表妹，一位海归医生。听后，她扶正了
眼镜，斜看了我一眼，说：“姐姐啊，微
信微信，只能微微
一信。地球人都知
道，你这有文化的
人儿咋不知道呢？”
我彻底汗颜。

“入党那一天”主题征文启事
! ! ! ! 对 党

员来说!入

党光荣而

神圣" 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到接受党组织

考察!到正式转正!期盼已久的入党时刻

有什么让你铭刻在心#终身难忘的故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 周年!

引导党员干部坚定信仰信念之真#永葆

党性党风之纯# 固守纪律规矩之严!市

党建服务中心联合人民网上海频道#新

民晚报副刊部!即日起至 #月 $日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入党那一天&主题征文

活动"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市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

翻开你的珍贵记忆' 可以是党旗下

宣誓的庄重!可以是老党员的谆谆教诲!

亦可以是

和集体或

家人共同

庆祝入党的喜悦! 只要是你亲身经历的

细节!都可以写下来和他人分享"来稿请

扼要写明自己入党时的年龄#工作#入党

介绍人是谁等情况! 如能结合今时今日

的实际工作生活! 回顾入党当天的承诺

也很欢迎"

文章要求第一人称#内容真实#情感诚

挚#文字简洁" 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不可重

复投稿!每篇稿件的字数在 $%&&字以内"

投稿邮箱''()*+,-./$#01234

需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

活动结束后!优秀征文将汇编成册!供基

层党组织#党员学习参考"

编辑吐槽
孔 曦

! ! ! !很多年以前，读过中
年老作家陈村老师的一篇
文章，题目叫《给编辑上
课》，当时，作为作者的我，
读得很欢乐，觉得文中批
评的那些编辑，一点也不
尊重作者，尤其不尊重作
家，简直是岂有此理。
时移世易，如今，我也

成了一个编辑———一张发
行量居上海滩第三位的报
纸 +个版面的编辑。几年
下来，有几点心得，想一吐
为快。
几乎每天，我的收稿

邮箱都会收到几百封投稿
邮件，以及一些手写的稿
子。有的作者非常认真，稿
件的质量也不错。有的名
作家，对我的约稿甚是重
视，认认真真地写了，及时
发来。
有的作者，文笔尚可，

文章对路，投稿热情颇高，
常常一投就是三四篇，或
是接二连三发来稿子。我
只能回复告知：请勿连续
来稿；有的作者，从来不读

我们的报纸，全然不顾本
报本版的主旨和风格，只
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一篇
一篇地来稿。结果如何，可
想而知；有些作者，写作水
平实在有限。流水账、喊口

号、小学生作文之类的稿
子，源源不断地发来寄来；
有的作者，在稿件的前面
后面写了一大堆“问好”、
“请指教”等等，偏偏没有
写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
还有的手写稿件，
字迹潦草，难以辨
认……

有些作者，可
能是作文课写作课
的毒中得太深，写出来的
文章都是一个套路。欲褒
先贬、先抑后扬，来点儿误
会，来点儿错怪，然后是顿
悟、感动、“泪水在眼眶中
转动”之类做了结尾。只有
写作技巧，没有真情实感。
有的作者，或许是以

写稿为生，一篇文章，东西
南北中，天女散花，广种薄
收。更有甚者，文章已经于
前两天在同城的报纸上刊
出，此君还把此文投到我
的收稿邮箱，若不是网上
搜索一番，差点“吃药”。有
些文章十几年前就已见过
报，这些写手（称之为作

者，似乎玷污了这一名称）
前年投、去年投、今年再
投，年年投。有些文章的题
目，我已看得烂熟。对这样
的投稿者，即使把他（她）
加入收件人黑名单，也是
白搭。理论上，他们可以注
册无数个邮箱。
还有一种抄手，复制

加粘贴，稍加变动，就抄成
一篇不错的文章……据同
行的朋友说，外地有这样
的村镇，当地人都从事这
一行当。那一带的地址，甚
至成了黑名单的同义词。

做编辑，连带着还要
做“侦探”，令人啼笑皆

非。如果我不坚持
原创首发的用稿
原则，当然会省心
省力得多。但是，
这样做，对循规蹈

矩的作者，对读者，都有失
公平。
身兼作者和编辑两重

身份的我，对于投稿，可以
说最有体会———只要是原
创首发的好稿子，编辑都
是乐于刊用的。

至于何谓好稿子，那
是要另文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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