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工巧匠耀千秋
非 池

! ! ! !工匠顾名思义就是能工巧
匠。三百六十行，做一行，爱一
行，精一行，行行出状元。打铁有
铁匠；做竹器有竹匠；造房子有
泥水匠；打家具有木匠；雕刻红
木有雕刻匠；餐饮业有餐饮师
等等。我参加工作后幸运地遇
到几位工匠，可谓先做徒弟后做
师傅。

先做徒弟是在沈阳第二机
床厂。有一段时间在镗床车间当
学徒。那是真刀真枪生产质量优
良的卧式镗床。车间主任要我跟
随一位年近花甲的八级钳工傅
英健师傅学镗床的“下滑座”装
配，师傅要求首先掌握钳工的基
本功：锉、凿、敲打，锉则要求将
铁块锉得平而匀，而我往往将铁
块平面锉成中间起弧形；凿则要
求将铁片凿得平整，我凿得高高
低低，敲则要求敲打得稳、准，我
呢，常敲到自己的手，痛得哇哇
直叫，手背立即红肿。终于经过

半年多的学徒生涯，在傅师傅的
指导下能独立地装配镗床的“下
滑座”部件。

当工厂生产精度为微米级
的座标镗床时，我又跟随一位八
级钳工李三元师傅学习座标镗
床的主轴部件的装配，这位年过
天命的李师
傅研磨的主
轴，轴的表
面犹如哈哈
镜 光 彩 照
人，主轴组的轴与套配合间隙只
有 !至 "微米，品质达到了瑞士
座标镗床水平，被命名为“三元
主轴”。

我工作后跟随的两位师傅，
不但在万人工厂中人人皆知，而
且在钻镗床行业亦赫赫有名，这
样的工匠乃国宝也。

随着工作经验的日益积累，
我的角色开始转换，既当师傅又
带徒弟。因工厂原来生产的摇臂

钻床系列产品都是仿苏联的产
品，为此组织全行业的主要工厂
集中在沈阳钻镗床研究所开始
联合设计。我们用两年时间设计
出了获得金质奖和全国科学大
会奖的摇钻。要使这种摇钻尽快
上批量，主要零件必须实行专机

生产，我和
几位工程师
与青年技术
员临时组织
一个技术改

造小组，设计 #$台专用机床。带
领徒弟设计制造一台多刀半自
动摇钻工作台“%”型槽铣床。这
种专机国外没有生产过，国内亦
无人问津，因此很难寻到类同的
技术资料，我要求两位徒弟开动
脑筋每人交出 &个方案，经过技
术改造小组全体人员讨论，肯定
了其中一人的方案，同时提了些
修改意见。

徒弟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

础上，认真地作了改进后绘出了
专机的装配图和零件图，交车间
生产后並及时地投入使用，为成
批生产摇钻作出了贡献。辽宁省
机械厅一位资深专家，在现场看
到正在加工零件的专机后跷起
大拇指说：“这是聪明的设计。”
这个徒弟因此被评为市先进生
产工作者，日后亦步入工匠师傅
的行列。

工匠师傅是国之瑰宝，在不
同的岗位上经过多年的实际操
作磨练，品行优良、绝活在手、老
实厚道、同仁敬佩的工匠师傅更
是值得点赞。文化程度虽高低不
一，贡献大小亦不尽相同，大众
创新万众创业，不可或缺的就是
工匠，从制造强国到创新强国，
不可或缺的亦是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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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繁花
马尚龙

! ! ! !从大世界出来，金宇
澄说，去吃涮羊肉吧。其实
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几
个人显然平时没有太多的
夜宵生活，况且，马上回家
还赶得上地铁。换一
个场合，一定会有人
告退的，但是，那一
个晚上，大家都说好
啊好啊。因为大家的
话题刚刚展开，余兴未了，
是想要有一个地方坐下来
尽兴的。
那一个余兴未了的话

题，是长篇苏州评弹《繁
花》，我们几个人在大世界
里被《繁花》首场演出吊足
了胃口，当然更想听金宇
澄说说幕后戏了。肖元敏
是编辑大家，唐颖、邬晓峰
是小说家，且都是从小生
活在繁花的城市，看过小

说《繁花》，今朝听了评弹
《繁花》，要真是“不响”，从
大世界直接回屋里，倒也
是有点不适意了。原本，也
是要请高博文一起去的，

他是主演，这个长篇评弹
还有一个剧名：“高博文说
《繁花》”，可见高博文在这
个长篇中的作用，但是毛
两个钟头的评弹唱下来，
也已经累了。还就是我们
几个去涮吧。
我们去了离大世界很

近的宁海西路，基本上等
于是大世界的后
门。一排生全是吃
热气涮羊肉的，店
都很小，人气十足，
邻桌之间几乎是背
靠背而坐。很随意地进了
一家，觉得这涮羊肉店的
气氛，就像是《繁花》里写
到过的一样。有人已经落
座，有人刚刚进来，还是和
店主认识的，在打招呼。
《繁花》开头就是这么一个
场景：“陶陶说，长远不见，
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
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
来看风景……”虽然讲的
是小菜场看到的风情，不
是涮羊肉，味道倒是很像。

再一想，宁海西路以前就
是小菜场，评弹《繁花》第
一回重头戏，恰也是菜场
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谈兴越

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

小说一章，评弹一
回；苏州话说白，上
海话对话。像是有人

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
中，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
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
方式略有不同，评弹《繁
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倒是很像
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
懂一点评弹，还是初进书

场，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书场
笑声不断，还有些
笑声很年轻。有一
对小女生，一看就

是评弹新听客，虽然行为
有欠修养，我倒是看出了
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坐
在蛮后面的，大世界这一
个书场不仅不对号，而且
还是长凳，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
劲了，就从后排搬了长凳
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入迷了，于是我也就
不响，头颈斜一斜看台上。
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
个小桥段，我说，小女生都
是如此喜欢，评弹《繁花》
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
订整套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评
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
中的一句话，评弹中她没
有听到，那一句话是，蟹摊
小老板说，他与每天来的

女买主，像是约会一样。这
句话多灵啊。肖元敏说，下
趟再来，她很想看到小说
中的“不响”，评弹中怎么
不响。我倒是蛮想听到几
句蒋调的。金宇澄没有不
响，不紧不慢地说着《繁
花》与评弹，《繁花》与电
影，《繁花》与其他……

从涮羊肉店出来，已
经是午夜了。我细看宁海
路，越来越像是《繁花》中
的小菜场，好像又听到了
经过评弹演绎的这几句：
“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
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
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
看风景……”我忍不住抬
头看看沿马路二楼的住
家。书场中的听客，想象着
菜场里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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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冬，我去了恩
格斯的故乡乌伯塔尔，
在那里听说，用现代方
式建的房子不珍贵，用
石片代瓦片的房子是富
贵的象征，如果是再用石片镶在外墙上
的，那就是最富的人的、最珍贵的房子
了。直到今天，乌伯塔尔宾馆里用石片做
的杯垫比丝绸的、金属的档次高。这引发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石片，恍然大悟：
这石片不就是我七十多年前读初小时写
字用的青石板嘛！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
了一件事：写！用铅笔、钢笔、原珠笔
写，现在又在电脑上写。可我的起点是在
石板上写。终点决胜负，可任何人无不是
从起点到终点的。
我的家乡萧县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处。书本上统

称为大平原，实际上我们县是丘陵，县内有一圈绵延上
百里的山脉。比如法国名画家朱德群的家乡在萧县东
部的山脚下，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乡在萧县西部的
山坡上。还有汉高祖刘邦在吃败仗时也曾躲藏在我们
萧县的山洞里。有山就有石头。我们穷孩子读书买不起
纸张和铅笔，用什么写字呢？穷人有穷办法：我们每个
小学生手中都有块“小十六开”、“大三十二开”那般大
小的薄薄的青石板。青石板四边镶有木头边框，以防因
石板锋利而划破手。木头边框的左上角写上名字。
石板代纸，那笔呢？用粉笔写是可以的，但有两个缺

点，一是粉笔的笔画太粗，小石板上写不了多少字；二是
粉太多，擦掉时污染手指。
我们用的“笔”仍然是与石
板相配的小石头。记得是浅
黄色的，(立方厘米大小，
这样一块石头笔用上五六
年没问题。更可爱的是，石
笔写字后留下的粉沫，不
仅无污，而且还可以跟涂
脂抹粉的香粉相嫓美。
这石板、石笔使用起

来很便当，比如说，老师出
个“鸡兔同笼”的算术题：
“笼子里有 "只兔子、(只
鸡。问：笼子里有几条腿？”
我们学生会在青石板上
用黄色的石头笔写上：
（"!)）﹢（(!&）﹦)*，然后
把小石板高高举起。谁举
得早，答得对，谁就受表
扬。如果是十道八道考题，
就写两面，恭恭敬敬送到
老师桌前，交老师审批。
这写字的小石板还有

人们想不到的一种用途，那就是下雨时可以顶在头上
当雨伞，或者是盖在书包外面保护书包。因为木边的四
个角上都有小洞眼，可以系上绳子挎在书包外。
我的家乡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年徐州沦

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朝不保夕，经常“跑
反”。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是“拉锯地区”。上半年是
国民党统治，下半年为共产党领导，上个月是蒋管
区，下个月是解放区，甚至白天是国军横行，夜里是地
下党活动。
在风云开阖的形势下，搬家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

饭，仅初小四年，我就进过四所小学。可那石板、石笔一
直随身携带。石板是硬纸，石笔是硬笔，写出的字和文
人也慢慢地硬起来。
越回想越有意思：外国的富人可以用小石板炫富，

我们中国的穷孩子可以用小石板做作业。两种不同的
功能各显其能。

读史随感几则
卞建林

! ! ! !隋大而强。其统治集
团为胡人军事集团，尚未
朽堕，其积粟可供天下几
十年，然一朝土崩，二世
而亡。究其故，在社会上
下均不安。征高丽则民间骚动。父子苛
刻，果于杀戮，则上层不自安。天下沸扬，
巍峨崩摧，要之在失和。人体不和则六神
无主，家人不和则嫌隙日生，国家不和则
天下大坏。
贞观年间，唐太宗汲汲求治，终成史

所称颂的贞观之治。然有唐一代，其治未
必胜过宋代。由此知之，人治之佳，不如
架构得当。
史言李世民临终，卧床，伸手抚长孙

无忌脸，无忌哭，悲不自胜，上竟不得有

所言。眷恋生命，英雄与
小民一般无二。

史言武后春秋虽
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
觉其衰。然其诛唐宗室

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
将以下不可胜数，毫不手软。权力更替之
际，其残酷可见一斑。珍爱自己生命，无视
他人生命，亦过去统治者之常态。
读史。至颜氏一门忠烈，有悲意。因

知《大唐中兴颂》欢欣之余，亦如《祭侄
稿》，隐含家国血泪之痛。
此正能量，久临，心会其
意，有助于立身天地间。
此帖气场，非《九成宫》等
纯为帝王颂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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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对许多人而言，大约不像
对白内障那样熟知。医生常将人的眼球比作照相机：白
内障犹如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换一个便可。眼球后部的
视网膜是感光的部位，就犹如照相机里的胶卷，不过这
胶卷却是不能拆卸、更换的，坏了就有点麻烦了。
视网膜上分布着许多的感光细胞，它们把感知的

光的信息传给视神经，视神经再把它传
入大脑的视觉中枢，人便感知了这五彩
缤纷的世界。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分布
并不均匀，有一颇为集中之处，在眼底照
片上略显黄色，故称之为“黄斑”。因此，
黄斑乃是视觉的中心部位。
人到老年之后，这视网膜上却会长出

些新生的血管来，这新生血管本是人体自
身对抗衰老的反应，其目的在于增加这一
重要部位的血液循环，延缓其功能的衰
退。但在一部分人中这新生血管却不健
全，其中的血液会渗透出来，这些血液
会遮住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使其无法
感光。若血液积在视网膜下层，还会阻
隔视网膜正常的血液供应，使感光细胞
衰亡，形成不可逆的损害，若发生在黄斑

部位，甚至便可致盲，这新生血管事实上是帮了倒忙。
何以会发生这一状况？目前的研究看来是与遗传

因素、吸烟、高血脂及过多地暴露于紫外线等有关，尚
未十分明确。但肯定的是：这病的发生与年龄相关，过
去称之为“老年性黄斑变性”。不过现在发现在一些中
年人中亦可有此病发生，故称为“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性”了。
此病以往无法治疗，成为许多老年人致盲的原因。

如今科技进步，此病既是新生血管肇事，便可以用药抑
制其新生、亦可用激光封闭渗血的新生血管，皆有不错
的效果。但这些治疗仅适用于渗血的阶段、即“湿性黄
斑变性”，若是感光细胞已经衰亡的“干性黄斑变性”则
目前的医疗尚无能为力。
因此，对于此病极应早期发现、及时治疗以保存视

力。如何早期发现？却是只需看看方格纸便可。此方格
纸名为“阿姆斯勒表”，可以自制，用细笔在一张 (!",-

白纸上画满 &.!--间距的纵横线条，当然不能歪斜。
由于当一眼发病时，另一眼若正常，病人一般皆无感
觉。因此，欲发现此病，需有意识地“睁一眼闭一眼”分
别检查。若是看到这表格的中心有一团
黑影或是看到方格扭曲，则十有八九可
能即是此病，应即就医查治。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发生与年

龄相关，无法阻挡，与遗传相关亦无可奈
何，但吸烟者应戒烟、高血脂者应治疗，阳光灼热之时
外出应配戴墨镜。平日应多吃些富含叶黄素之食物，如
深色之蔬菜、柑桔、猕猴桃等类当有益于视网膜之健康。
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是保存视力之关键。幸而发现

之法极简单，甚至无需举手之劳，只需常常睁一眼闭一
眼看看方格纸而已。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事关老人健康之事，人

人皆应关注之。

鸡年感赋
陈炳元

! ! ! ! ! ! ! !有 怀

灵猿去后又金鸡!

本命年来已古稀"

多少风霜多少雨!

依然昂首作长啼"

报 晓

凤冠斜戴上高台!

引领呼鸣万户开"

划宇金声驱黑夜!

彩霞千朵日边来"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俄罗斯
! ! ! !这里有九世纪开始有人耕种
的平原，有托尔斯泰描绘过的，在
堆满白雪的双层木窗内苦苦思索

人生意义，追求道德更新的男人们，也有普希金描绘过
的深沉夜色中复仇而来的灰白色石像。现在去到普希
金度过青年时代的皇村，还能在夏宫长方形的法国式
花园里见到那些古老的石像，下雪的季节它们都被灰
色木头盒子小心遮盖起来，石像们就在木匣子里，一动
不动地等待春暖花开之夜到来。
那里还有列维坦描绘过的悠远草原，贝加尔湖畔

窸窣晃动碎叶的白桦树林，还有沼泽地远方的木头教
堂尖顶，他的油画刷子下，总是俄罗斯充满浓重抒情却
不会轻浮的风景。
屠格涅夫用文字表现的草原，是白净草原。草原上

有河流，还有晨昏的天空与微风。当然他还描绘了声
音，正在果园里采果子的女农奴们优美的歌声，她们唱
歌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应地主的要求———张嘴唱歌
能制止她们偷吃果园里的果子。

但这歌声却感动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柴可夫斯
基，和一位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他们在那样的歌声里
听到了俄罗斯心灵哭泣的声音。这声音化为多声部的
女声合唱，出现在契诃夫经久不衰的话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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