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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暖
《达州晚报》2024年4月22日刊载的闪

小说《一个人的学校》。
微型小说以小体量传达出深刻的价

值，《一个人的学校》就蕴含了生活有温情、
社会有温度的内涵。因为一个学生，即将
停办的学校暂时保留住了，尽管这所小学
只有一名临近退休的老师和一名唐氏儿的
学生。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学校是存在
的。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那琴乡中心小学
逢通教学点，2019年9月就只有一个有认知
障碍不会说话的学生和一名乡村老师。撤
并小规模乡村学校、集中生源，是已经逐步
实施的举措，而不撤不并继续保留一个学
生的学校，消耗着不与之匹配的资源，是爱
的体现。爱心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社会
和谐的关键。有了爱，我们倍感温暖。

日本北海道JR石北线旧白滝站关闭，
引发不少民众自发前来告别。网上误传

“日本一火车站仅为一人保留”感动无数网
友，实则搭列车的并不只有原田华奈一个
学生，那些远轻高中的同学都要乘坐；车站
也并非因她毕业而废线，而是北海道铁路
公司整个铁路运行的调整。新闻为博眼
球，标题有噱头，赚足了网友的情感，但我
相信这趟车客流量是小的，且甘愿被标题
的美好欺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许多
美好的道德反而弱化，而这种道德情感是
普通民众所呼唤所需求的，人们只是希冀
社会处处有温暖。

四川凉山普雄开往攀枝花的一列火
车，最低票价两元，近五十年都未涨价。另
类的是火车上猪羊成群，那是老乡赶集去
售卖的货物，火车专门改装设置了家禽牲
畜车厢，网友评价说“这就是烟火气吧”。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因为烟火有温
度，给人温暖，从而有了诗意的美。

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是有温度的教育。

诚 信
《达州晚报》2024年4月22日刊载的闪

小说《甜草莓》。

《甜草莓》的看点
在于反转。老人雨天
卖草莓，小乐联想到辛
勤劳作的父亲，坚持用
市场价 40 元买两盒，
因下雨想早归只卖 30
元的老人过意不去，准
备将坏果换成好果时，
盒子打翻，散落在菜篮
子里的草莓没有几个
完好。

快速反转的剧情
构建了意想不到的艺
术效果，从而引发了读
者的注意和思考。在
金钱面前，诚信和良知
无足轻重；在真诚面前，良知又被重新拾
起，难道真是坏人变老了？设若小乐没有
坚持多付十元钱，那两盒烂草莓的结局，我
们心知肚明。

社会需要诚信。对摔倒的老人扶不扶
已经是个社会问题，在涉及自身利益时，选
择冒险的都是勇士。小品《扶不扶》里说：

“那要飞几米啊？都这时候了，你还较那三
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我们都不想计
较三米两米，计较的是社会的正气。打碎
信任容易，重建则很难，从第一例扶老人被
讹开始，秩序就颠倒了，道德就沦丧了。

《甜草莓》的反讽在于，草莓并不甜，甚
至还有些苦。支撑我们相信人间美好的，
是老人换草莓的行为。良知未被完全泯
灭，就有希望。

归 宿
《达州晚报》2024年4月23日刊载的散

文《一座城，书房情》。
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手里多多少少都

有几本藏书。李晓在文中说：“伍先生向我
感叹，要是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这些藏书
又托付给哪个啊？”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问
题。《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等我化成了一
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
得我了，我也顾不得你们了。”这是大实
话。眼一闭，腿一蹬，从此来去一阵风，哪
里管得了身后事。那些书自有去处，或书
摊，或书馆，或友家，或成为废品，伍先生想
管也鞭长莫及。

作者凝望着伍先生满屋沉沉的藏书，
“心里想，伍先生的灵魂腾空而去，剩下在
这人间的藏书，真正是大寂寞啊。”没有心

意相通的读者手不释卷，书籍是寂寞的。
颠沛流离中倘遇得知音，珍之爱之，是大幸
事；而沦落为废品，论斤论两再变成纸浆，
则是大悲哀。

世上悲哀事何其多，我唯对此意难
平。我也有书，却无书斋。倘我离去，它们
将归何处？一个懂书的人，是书的最好归
宿。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意事，当我化为轻
烟时，就轻轻悄悄钻入书里，寻一篇美文，
爽爽朗朗地睡去，足矣。

匠 心
《达州晚报》2024年5月14日刊载的散

文《最干净的补鞋匠》。
任何一个职业工作者，有匠心，就值得

尊重和赞扬。成都“林师”夫妇，将鞋铺打
理得干净整洁清爽，将坏鞋修补得焕然一
新，认真对待每一双经手的鞋子，尊重鞋
子、尊重顾客，真是“一字之师”。

将平凡工作做到极致，就是美。蒋兴
强在《木匠身影》里描写的谢木匠师徒镇的
楼板，向楼板中泼半盆水，楼板滴水不漏，
这是技术，也是态度。“日本国宝级匠人”新
津春子，只是日本东门羽田机场一名最普
通的清洁工，却能熟记80多种清洁剂的用
法，把羽田机场打造成全世界最干净的机
场，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是态度。“林师”也
一样，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生活认真起来，
再寡淡的日子也别有风味。世界很浮华，
静静努力，静静收获，“林师”夫妇从打工创
业到买房买车扎根成都，坚守了本心。“林
师修鞋铺”堪比五星级，人也是五星级的，
倍棒。

捧出匠心，就能做个精致的人。

《洞见沧桑》是重庆作家熊丽然的一篇
散文作品。我在春寒料峭的清晨读到这篇
文章，一股炽烈而激荡的气流在血管里喷
薄沸腾，寒意全无。在这篇千字散文中读
到了荡气回肠的英雄往事，不着一个高调
的“赞”，却尽显铮铮风骨。

站在时光阡陌上循着丽然的笔迹，穿
越时光隧道去聆听那段历史的旋律，这个
题目便触动了我的心灵。“在我生长的铜锣
峡下口处的郭家沱小镇上，安静地沉睡着
一部厚重的历史，不着一字，却诉尽一段岁
月沧桑。”这一段简洁明快的开场，为我们
铺呈了一幅悲壮而厚重的历史画卷，悲壮
却不悲凉。

郭家沱是作者的故乡，她的祖辈和父辈
都曾是望江厂的职工，从小听着望江厂的故
事长大，对那些分布在铜锣峡下口北岸崖壁
上的洞子有着特殊的情感。那是抗战期间
国内修建的最大洞穴建筑。作者这样写
道：“‘抗战洞’是我们的习惯叫法，它是抗
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的第五十兵工厂山洞车
间，不是一个，而是一串，如同以山为卷的
碑文，一刀一刀凿刻在地质的肌理中。”

望江厂的前身为广东第二兵工厂，简称
粤二厂，最早成立于1933年。《洞见沧桑》一

文以1938年粤二厂从广东清远搬迁至铜锣
峡郭家沱镇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一大批优秀
军工技术人员相聚于此，将这个江边小镇发
展成承载深厚文脉的军工小镇的故事。

正是阅读了此文，让我产生了对那段
历史一探究竟的兴趣。据记载，在抗战期
间，第五十工厂以山洞为制作车间，以生产
迫击炮、防战炮、野炮为主，当时有“建设的
枪，长电的弹，空压厂的坦克，望江厂的
炮”，这是郭家沱小镇的历史荣光。有了武
器源源不断地输出，极大地支援了抗战前
线，在抗日战争中功不可没。拂去历史的
尘埃我们才知道，这些静若处子的山洞是
经历了何等的血雨腥风惊涛波澜！“若非如
此，站在第一洞的端头，目光就可像子弹一
般将数百米的山体洞穿，想象白昼流光在
山的肚腹中穿行，深夜通明的灯火映照着
机床旁挥汗如雨的身影，仿佛这不屈的山
脊中燃烧的骨髓。一阵难以言说的苍凉与
火热在我胸口交替涌动，一个世纪之前的
画面，在泪水中活了过来。”这颗穿越历史
烟尘的子弹，早已攻进读者的心房，让人不
由肃然致敬那些无名的英雄先辈。

在这篇《洞见沧桑》的散文中，作者用
写小说的思维，极其开阔地纵深抒写，不敢

说它是多么大气磅礴，但至少可以说这篇
散文的艺术韵致，在我心中积聚了一种感
怀感恩的磁场。就如作者写：“‘抗战洞’和
与之相关的一切都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包
括我们这群造访者，在它的深邃和雄伟面
前也只剩下肃穆。”

是啊，重庆是一座英雄之城，抗战时
期，以海纳百川之势敞开有容乃大的胸怀，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铁血西迁”，有为
保住中国钢铁工业唯一血脉的汉阳钢铁厂
整厂迁至重庆大渡口，有为了保存国防兵
工生产实力的广东第二兵工厂内迁至郭家
沱。当重庆上空盘旋的敌机在哀号，山洞
里机器转动的轰鸣声就是必胜信念的最好
力证。“抗战洞”——多么雄浑敞亮的名字，

“它们镶嵌在铜锣峡左岸蜿蜒如长蛇的临
崖路上方，像山崖张开的巨口，总在试图将
一些久远的故事喊出来”。作者以洞为轴
以情为线，串联起那段过往岁月的卷轴，谱
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作者的思想境界决定着作品的高度和厚
度，显然，《洞见沧桑》让我读出的就是较高的
艺术呈现。“而今，我久久伫立在洞口，摩挲和
品咂着这矛盾的滋味”，这一具有人文情怀的
抒写，又怎能不让我为之怦然心动！

一段过往岁月的赞歌
□袁野（重庆）

读报碎笔
□朱晓梅（四川）

巴山评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