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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很轻、也很薄，当把它当做可供依偎的肩膀、可信赖的怀抱、可

立足的房间时，为此流下的汗水，也是一片至美的花瓣。在没有人惊扰的时

候，由着性子在上面散漫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人生的欢喜忧伤，写出

自己对生活的追求和人生的态度感悟，它就涌动出清澈美妙欢跳的涓涓清泉，

荡起沁人心脾的春风，这又是何等的惬意。

随着自己年龄一年一年的增长，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怀旧，时常会想念早

逝的父亲，幼时的人和事，儿时的童真和朋友，那一桩桩、一件件深藏在心

底的过往趣事，清晰地没有一丝忘却，倏然觉得，应用笔将这些年的点滴记

录下来。当时光不在，深切怀念的美好不能仅仅存在于自己的脑海里，还应

当存在于我的笔下。唯有笔下的记忆，才能永恒。

多年习惯形成自然，我喜欢用笔在纸上 “刷刷”书写的感觉，写出经历

见闻中的真情实感，写出工作生活中的真实观点。然后再从纸上 “啪啪”搬

到电脑里，这对我来说，不是麻烦，不是重复劳动，因为直接用电脑，思路

时常会发生短路，敲字忘却思想，思想停止敲字，搬 “字”的过程实际上成

为文稿字词的再次推敲斟酌、语句的再次加工修饰，既享受了用笔写字的快

乐，又满足了构思、联想、语言“以线串珠”的规整。

我之所以出此散文集，是基于对自己多年工作之余爬格子的情结，对自

己二十多年纸上情怀的回眸。集子共选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散文百余篇，内

容只是对心中花朝月夕的追寻，对人间春花秋月的痴恋，只是一名普通人的

心灵之泉。为方便读者阅读，分为五小辑。分别以亲情是恩、乡土是根、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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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是情、历练是福、阅读是缘为主题。

读者看后，会注意到所有文稿以生长足迹为线，以生活凡事为针，“穿针

引线”构成一代人的岁月留痕。我笔下的日常生活情景，大多是乡下人和城

镇人的粗茶淡饭柴米油盐，但自认为充满了人情味，朴实又平凡，清平又美

好，让生活在喧闹的现代生活中的人，从中体会到一种普通人家简单生活的

味道，体会到一种普通人淡然素雅的独白。人在生命历程中，用情感、智慧

与劳动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相依的厚重亲情，相守

的生活法则。即使身处异地，漂泊他乡，人也总是以最美好的想象来怀念自

己的故乡，包括那里的土地、山水、庄稼、花草，以及孩子的嬉闹、飞鸟的

啁啾。正是因为有自己的故乡，才能够在芸芸众生中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才能形成带着深深故乡印痕的体质、性格、习惯，以及为人

处世的准则。我们只有有了自己的故乡，才有了我们自己，有了我们的未来。

我笔下的人生行走感悟，虽不是大彻大悟、大道理、大哲理，也不敢渴求同

感，只求能给同辈和后人产生一些思考就足矣。

我是一名业余作者，一个普通人，在茫茫人海中，没有波澜壮阔的光辉

岁月，只有平淡而感恩的漫漫人生。我不敢与专业作家相提并论，不想扬名，

只希望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然、多情、安静、恬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活习

惯，一种对得起自己良知的思想坚守，一种对得起自己信念的价值痕迹，一

种对得起父母养育的感恩叩拜。

记得在一次文友交流会上，一位前辈对我说，只要你认真诚恳地写，哪

怕你写的一百篇稿子，摞起来足有一尺高，即便无处发表，无人欣赏，但其

中总会有那么一两篇有价值的稿子，如同隐藏在泥沙中细微的金子，一样会

富有价值，一样会放射出光芒。厚厚的一摞纸里，有你一尺深的热爱，这就

足够了。

亲人的恩，友人的情，春天的叶，夏天的花，秋天的果，冬天的雪，这

都是我所喜爱的，此时，我也把这喜爱转赠给你们，希望与你们同享。

最后，诚挚感谢关心、支持文集出版的朋友们，诚挚感谢支持我笔耕的

家人，没有你们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之路不会走得这么远，不会行得这

么顺。

2015 年 3 月于刘家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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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送我一支笔

一

1979 年 11 月，高考落榜的我，经国家政策招工进企业参加了工作，当了

一名工人。在离家前往报到踏上火车之时，父亲郑重地给了我一支 “英雄”

钢笔，“英雄”钢笔一直是我梦寐以求但又不敢奢望的。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

钢笔，金灿灿的底色，一枝刚劲绽放、苍穹蓬勃的红梅贯穿笔帽、笔杆，两

只红灯高挂。这支笔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眼球，太招人喜欢了，我即刻紧紧地

抓在了手里。父亲说: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人了，是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了，就要进入社会这个大课堂学习了，以后的路要自己独立走了，要认真

学习如何做事，学习如何做人，学习如何生活，我送你一支笔，希望你好好

工作、勤奋努力，坚持学习、天天向上，用自己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一言

一行写好一撇一捺的人字，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良心，不辜负自己。”这支钢

笔我一直没舍得启用，至今跟随着我，是我的珍藏品之一。

二

到了企业，给我分配的工种是测量工。学徒期间，我白天跟着师傅工作，

晚上参加企业职工文化补习夜校的学习，每晚临睡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抚

摸一下这支笔。一年后，我考上了甘肃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是电大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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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招生的在职职工第二批学生。我带着这支笔走进了省城兰州，开始了三

年电子专科学业的艰苦学习。

我们这个班隶属当时的甘肃省电力工业局，44 名同学来自省电力局所属

的各个基层单位，年龄最大的与最小的之间相差 15 岁，最大的同学打趣说:

“我与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一样，都是学生。”教室在省电力局办公楼三楼，两

台彩色电视机是授课“老师”，局教育处的干部魏明生任班主任，冷永芳任辅

导老师，管理着我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局教育处很重视我们的学习，配合

电大课程及时联系安排我们到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 ( 现兰州理工大学)

上实验操作课。考虑到电大专业课与我们今后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有一些差距，

给我们增开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发电厂、机械制图等专业课，

邀请兰大、甘工大的老师讲授。我们这个班的学生毕业返回工作单位后，大

多数从事了电力专业技术工作，良好的专业理论基础使他们的工作业绩突出

卓越，成为了行业内的知名专业技术人才。2010 年 30 年同学聚会时，同学们

异口同声地感谢着电大这个没有校园的大学和省电力局的辛勤栽培，感谢远

在千里之外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感谢大家相濡以沫的三年同学情。

这个班上，我年龄最小，入学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二，在三年的时间里，

通过点灯熬油般的刻苦努力，我的学习成绩逐年上升，毕业时已是全班正数

第 2 名。3 年 6 个学期，我的奖学金从最低的 10 元逐年增加到了最高 20 元。

当每学期期末我拿着奖学金的通知单回家，爸爸很是喜笑颜开，在给予我精

神上多多鼓励的同时，在我每月 30 元、20 斤粮票的生活费上逐年添一点、再

添一点。

三

毕业了，我怀揣着全力把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奉献给工作岗位，努力干

出一番成绩的心劲回到工作单位。然而，现实有时是会捉弄人的，当你越急

切地想做什么时，你可能与它之间的距离并不是越来越近，而是会越来越远。

对社会、企业内的一些“潜规则”的人为掣肘，我一个小人物的确无能为力，

唯有妥协，唯有适应。各方面的因素使我没能从事所学专业，至今回想起来，

将历经艰辛学到的知识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辛勤传授的老师，我感到心痛，

这也成为了我职业生涯永久的遗憾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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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职业生涯从事的主打工作是父亲在冥冥之中为我选定的。父

亲去世九年后，我的工作岗位与笔结下了彻底的缘分，笔成为我每日离不开

的主打工作工具，白天握笔写，夜晚握笔写，起初写得我痛哭流涕、头昏脑

涨、烦躁郁闷。那时，孩子也小，爱人常年施工在外，每天都是照顾孩子睡

着后，我才开始挑灯夜战，长期的伏案，使我一度头晕疼痛，白天无法工作，

夜晚无法入眠，我怀疑大脑长了肌瘤，爱人陪我前往省城医院作了 CT 检查，

排除了疑虑。但我还是服用了 3 个多月的中药，头是不晕不痛了，但留下了

夜晚超时写作即刻头痛的后遗症。经过艰苦坚韧、顽强不息的几年打磨，我

逐步掌握了工作中多种文字文稿的格式，以及写作的拟稿思路、材料取舍和

方式方法，从写得很不成样到基本成样、成样，从被动接受指令性的写到主

动投入的写，学会了静下心来思考写什么、怎么写，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探究

着工作文稿的同一题材不一样的写法，如何才能写出精彩，并在耕种好公文

这亩田的同时，起步拓展耕耘宣传报道和文学这块地。

四

第一篇 300 字的“豆腐块”见报了，我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白纸黑字

充满油墨味道，以往总认为自己办不到的事成功了，有一股劲儿从心底迸出。

随后，工作消息见报了，工作通讯见报了，短评言论见报了，专业论文上刊

物了。随着外投文稿登载或刊发数量的逐年增加，质量也逐步提高，又开始

获奖了，优秀奖、三等、二等、一等，等级逐年提升。跌跌撞撞，从一个佚

名撰稿人到知名通讯员、记者称号，连续 7 年获得 《甘肃电力报》优秀通讯

员、记者。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后，连续 5 年获得企业党委授予的纪检监察优

秀工作者，在行业纪检监察工作专业培训课上从听讲人转变为讲授人，文字

的功劳不可灭。

文字看得多了、文稿写得多了，养成了个“坏毛病”，看到企业内的一项

活动、一项工作取得了业绩成就，觉得有新闻价值就会写几笔投出去，用不

用全凭报刊编辑甄别选用; 看到社会、企业中人们有一种好的或坏的行为、

现象、思路，哪怕刚刚显露出一丝苗头，觉得对众人有教育、弘扬、推广或

警示、警戒、提醒价值，不由自主地就会写几笔，投到报社试试是否能印证

自己的分析判断，大多时候都会被采用。日久天长，对白纸黑字产生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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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嗜好”，那就是不论走到哪，只要看到有字的纸片就产生一种欲望，不

由自主地要拿起来看看，看看写得是什么，不管这张纸片归谁所有，不管主

人容许不容许; 看到别人写出的文稿，无论认识不认识，不管人家是否能接

受，对其中的不妥之处都会指出，建议人家修正。这种 “仗势欺人”的毛病

自己意识到了，也纳入改正了，因为也很 “得罪人”，但更多时候是一切照

旧，实因秉性难改。

五

随着对文字的喜爱和不舍，随着工作岗位的变换，我从写工作公文、新

闻、专业论文开始慢慢涉足杂文、随笔、散文、小说的写作，把写作当成一

种休闲乐趣，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给儿子的榜样作用，一种对自己职业生涯

的总结，坚持笔耕不辍，累积下来小有成效。现在我是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

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和甘肃省杂文协会会员。

这些年，写出的文稿有褒有贬，友人告诫我说: “你的言论过于严厉，得

罪人了，不要写了。”我说: “我就事论事不论人，他如果看到有这种反应，

说明他心虚，但如果能引起他的自律，我也是做了一件好事。”有人说: “你

的文章完全裸露了你的心迹，这很容易让他人对你把控。”我说: “你是在用

‘政治家’的眼光看我的文章，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在仕途上会爬得很累，因

为你总在揣摩、迎合别人的心思，而放弃了自己为人处世的真理与本质。”我

是在用文稿交际朋友，如果不坦诚、不真实如何结交真朋友? 实不相瞒，我

与大多文友的相识、相知，程序很简单，也很浪漫，都是先读到文章，由文

章记住撰写人姓名，由姓名寻找撰写人单位、地址，直至有缘相对、相识，

真诚坦露、倾心交流，达到相知、相恋。有的文友电话交流多年，可能某天

某时街上相遇擦肩而过也是形同陌路，是知音但不知面、不识面; 有的文友

同桌餐饮也不相识，当遇第三人介绍时才知已神交多年。

俗话说，文如其人，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秉承坦诚、光明、真挚、率直之

文风，以文寻求、结交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不会违背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

不会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包着、裹着、掩着、遮着，去迎合那些我认为的不良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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