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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日子，我儿子聪聪老是缠着他姥爷讲故事，他姥爷也是

打心眼里高兴给我儿子讲故事。讲的故事多是他姥爷年轻时的往

事，有些故事听得他外孙子呵呵呵地傻笑。我们有时也凑过去听

上几段，觉得挺有意思。姐弟们一沟通，要是叫爸爸、妈妈把他

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讲出来，把我们姐弟三人成长经历全

部记录下来，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对于我们的爸爸妈

妈来讲一定非常喜欢。于是把这个想法和爸爸一讲，爸爸欣然同

意。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６８岁的妈妈仍然是７４岁爸爸的忠实

读者，并且对爸爸绝对崇拜。当我们对那个年代的一些往事有些

怀疑，甚至认为极不可能或是荒唐的时候，妈妈立刻信誓旦旦地

给爸爸作证，我们只好将信将疑那个近乎疯狂年代的故事了。

父亲已年过古稀，在那皱巴巴的脸上隐匿着数不清的坎坷经

历。在平凡的人生中，他很少渴求到阳光雨露和滋润的土壤，靠

着孜孜不倦的打拼、坚守向上的精神，为他周边亲人赢得一片片

春的绿意。父亲的品格，使我们想起常年生长在新疆、甘肃和内

蒙古的沙蒿，它不畏酷暑严寒，在贫瘠干旱的沙丘上扎下条条根

系，为荒凉的沙漠点缀上春的气息。父亲、沙蒿恰好相似，都在

默默地顽强生长，从不炫耀，无私奉献自己。这就是我们的父

亲，他给我们的不是让人羡慕的富贵和权势，而是一笔笔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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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财富。

从父亲来到世间的那天起到现在，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平凡

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给他留下那个时代特征的印

迹。从童年、上学到求职，记录的是流离多变、步步维艰，一心

寻求生计；从工作、文艺到婚姻家庭，记录的是在那特殊的历史

条件下苦苦的挣扎，一心向上追求完美，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

天地。自从孩子们来到父母身边，他们一心扑在孩子们身上，为

孩子们的成长倾注了全部心血，每当孩子们遇到困惑时，他们忧

心如焚；当孩子们取得点滴进步，他们沾沾自喜，孩子们的今

天，无处不留下他们的心意。

父亲的故事太多了，要是把他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记载下

来，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不求出书立传，不求拿到世人

面前去炫耀，只求把父亲、母亲和我们经历的往事汇集成册，聊

作百姓的 “影集”。可众多的故事不能一一记录下来，以父亲的

意愿，专挑选一些快乐的、逗人情趣的故事，以带给读者一些愉

悦。就是这些故事，只要从中细细品味，认真琢磨，不乏一些人

生哲理，不乏给人以启迪和鞭策。

父亲和母亲苦苦奋斗的人生，虽没有辉煌伟业，可他们在平

凡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成为我们心中的楷模，我们取得的任何进

步，都离不开父母呵护，离不开父母的激励和教诲。今天把他们

的往事呈现，正是儿女回报父母的一片心意。谢谢我们最爱的父

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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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年前，塞外海滨第一小城绥中，随着 “呱呱”几声婴儿

的啼哭，一个小男孩来到世间，那就是一生没啥出息的我。

我的百天照

人说我的命太硬，我和

姐姐整整差了７岁。７年间，

夭折了一个哥哥，我身下又

夭折了一个弟弟，我可真成

了宝贝疙瘩，放在手心上怕

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为

保住我这脆弱的小命，父母

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起个

小名叫 “铁蛋儿”，不怕嗑，不怕碰，不怕摔，结实的很。后来

长大了 “铁蛋儿”不太好听，把蛋字去掉，就叫 “小铁子”直到

如今。大名就更得结实响亮了，还得添上点有出息、光宗耀祖的

味道，起名为 “铁铮”，铁骨铮铮，铛铛三响，真是好名字。

听人讲，为了好 “养活”，还得找个多儿多女的女人认作干

妈。挑来选去一个姓何的女人条件符合，拿上礼品，登门磕头认

干妈。还别说，这个干妈对我还真好，有好吃的自己的孩子舍不

得给，留给我这个干儿子。我也对得起干妈，整天何大妈、何大

妈叫着不离嘴。要是有一天看不见那是又哭又闹。

梦幻般的童年，别提多温馨、多溺爱、多幸福了，生活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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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我 （前右）

罐中。

妈妈为了逗我玩，竟忘了

安全，把从海上新打上来的螃

蟹放在炕上，它爬我追，追上

后抓起螃蟹就吃。螃蟹可不是

好惹的，毫不客气地夹住我那

嫩嫩的嘴唇，刺啦！鲜血淋

淋，疼得 “嗷嗷”乱叫。全家

老少慌了手脚，跑到医院，止

血缝合，这真是惯没惯好，疼

坏了宝宝。七十多年过去了，

摸摸嘴唇，还清清楚楚有一个

硬结。

好景不长，爸爸在伪满洲

国高教书时与日本副校长发生

了口角，他顺手抄起钢笔水瓶砸向副校长，人没砸到，墙上、地

下留下了一片黑黑的痕迹。从此，爸爸步入了艰辛难熬的路，给

全家人都带来了坎坷的经历。

爸爸在东北师大念书

爸爸是东北师大毕业的高才生，后去

日本留学，能说日语、朝鲜语、英语、俄

语等。他先后在辽西几个城市任国高教

员。他为人正直，心胸开阔，学识严谨，

爱管闲事，脾气倔强，好打抱不平，要不

怎敢向日本人头上飞墨水瓶呢。这点爸爸

随我爷爷，当时的县长曾给我爷爷赠过
“见义勇为”的牌匾，可爸爸这一钢笔墨

水瓶却砸丢了公职，回家务农。解放战争时期，他东躲西藏；解

放后，好不容易从农村小学教员一步步走到铁岭中师，待要去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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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大学任职时，一个 “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一下子被调到

铁岭县最西最穷最苦的三桥子村劳动改造。当时给爸爸定的是历

史反革命不按反革命论处，他还有地主出身的头衔。我们回家看

到在一个弯巴拉叉的顶梁柱上，贴着一张不大的白纸，上书 “五

类分子管制条例”。他的活动范围，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

定期还要做思想改造汇报，赚全生产队最低工分每天２分。别人

下工后可以休息，可他还要挑起粪桶，拿起淘粪勺子，去各家淘

粪，这是接受改造的一个项目。这样子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终于

熬出了头，给爸爸平反了，落实了政策办了离休手续，享受县团

级待遇。可这一切来的太晚了，他人老了，学识白废了，他的儿

女受他的牵连，想奋进一下却为时已晚，早已过了读书学习的大

好光阴。

爸爸已走了５年了，他的最大喜好是到各地走走看看，留下

的遗憾是没能坐上红皮的火车。

妈妈是一个聪慧善良、乐于助人、从不认输的人。她平时讲

话很风趣，其中不乏带些哲理性，比如，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口

头禅：“省事就是费事，费事就是省事。”不妨想想，寓意很深，

是经得起推敲的。她爱我们，我们更爱她。她时刻盼着她的孩子

们有出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可她又深知，在那个年代，一个

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能有什么出息呢，

更别谈光宗耀祖啦。能维持生活，男孩不打光棍、女孩能嫁出

去，已是最大幸事了。

一个钢笔墨水瓶，把爸爸 “砸”回了老家昌图。爸爸前脚

走，后脚交通就瘫痪了，邮寄也中断了，一切音信皆无。这下可

苦了留在兴城的妈妈、姐姐和我。吃什么，喝什么？过去靠爸爸

的薪水过活，现在怎么办？总得活呀！妈妈苦思冥想，想出个逗

小孩玩的 “掏宝”小把戏挣几个小钱。 “掏宝”游戏简单的很，

妈妈糊个大纸盒，把大纸盒分成好多小格子，格子中放一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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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后爸爸和妈妈回到了铁岭

子喜欢的小玩意，然后表面用纸

糊上。只要小孩把钱交给姐姐，

姐姐就叫他们选其中一个小格

格，看看里边藏着什么 “宝贝”。

孩子们玩的高兴，姐姐挣了小

钱，拿回来买些米、菜度日。

那些日子，晚上妈妈糊 “宝

盒”，白天姐姐就背着我，拿着
“宝盒”到兴城里最热闹的天齐

庙，把我和宝盒往台阶上一放，

她一边吆喝着做买卖，一边看着

我别磕着碰着。我那时是挺乐

的，看看小孩们 “掏宝”，玩玩

地上的蚂蚁，扣扣墙缝中的蛐

蛐，哪里知道妈妈和姐姐的苦衷！

记不清是哪一天，爸爸总算来接我们回老家了。但这一路上

的磨难叫人提心吊胆。据姐姐讲，妈妈的脸上抹的脏兮兮的，带

个大帽子，慌乱中连鞋跟都崴掉了，害怕大鼻子欺负女人。

回到了姥姥家，又赶上打仗，谁跟谁打我不知道，随着人群

逃难我记得挺清。当时我最烦的人是我四姑。天上的飞机一来，

人们 “忽”地一下子全跑到河套旁的树毛子里躲起来，够害怕的

了。可你看我四姑是又磕头又作揖，嘴里还嘟嘟个没完没了，什

么这个保佑、那个保佑。飞机扫了几梭子子弹就飞走了，她还在

那儿保佑呢，真是可怕可气又可笑。

后来找了个落脚的地方太阳沟，借间房子住下了。那时的农

家人真好，房子白住不算，还经常给我们小孩子找些吃的。就这

样，他们觉得还是帮得不够，像亏了你什么似的。

太阳沟这个小自然村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时我７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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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记得很多的事。从太阳沟向北翻过一道岭是月亮沟，向南翻过

一道岭是横沟子。这样一岭一沟的地形在昌北地区比较普遍，沟

坡岭上种庄稼，沟里有那么几颗大柳树，几间茅草房就是一个自

然村，太阳沟是其中之一。

住下之后，爸爸为了养家糊口，开了点荒地种起了香瓜，白

皮红籽，起名 “白糖罐”。现在好像还知道它的味道。一个教书

先生，他哪懂得种香瓜，只能硬着头皮去干，边干边学，可想而

知，收成也好不到哪去。

我整天在爸爸跟前儿蹦蹦跶跶，多少起点儿小工的作用。有

时给爸爸添一些麻烦，但多半是给爸爸带来几分快乐。

一天，我有些口渴，瓜地离爷爷借住的房子较近，就跑去喝

水。推开房门，见爷爷正在外屋大锅里起高粱米面的大饼子，见

我进来忙把锅盖上。等我喝完水，爷爷也没提大饼子的事儿，真

馋啊！那时要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面大饼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为这事还掉了几滴眼泪。她

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爷爷人不坏，要不县长怎能给赠 ‘见义

勇为’的门匾呢，这也是逼的！你后奶奶又生了好几个孩子，哪

个都能吃呀！”听妈妈这么讲，我也就不太恨爷爷了，但把锅盖

上的情形总是那么清晰。

过了很多年，妈妈告诉我，爷爷在上坟时因着了火，把自己

烧死了。妈妈还说，你爷爷这辈子过的十分清苦，纯属是个土包

子地主，平时省的不能再省了，家人要吃葱叶得劈第五片葱叶

吃，吃嫩叶怕伤葱。爸爸在四平念书，爷爷从辽源收租回来，路

过四平只给爸爸买一串糖葫芦，自己舍不得买一串。下馆子要的

是两张煎饼一个豆腐脑儿，可他腰里缠着很多钱，整天整月整年

就是一个攒，攒了钱就买地，除了买地还是买地，土包子透了。

就这土包子地主害了爸爸妈妈，害了我们兄弟姐妹，更害了我，

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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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家借住的茅屋西行一里多地有一座小山，当地人叫它毛

山。山上除了有两棵早年枯死的榆树桩子，满山长着半人多深的

蒿草，当地人就以草为茅而称毛山。另一说是山上有一条狼道，

专供狼走的，还经常见到一些狼毛，故称毛山。

我对那条狼道特感兴趣，又害怕又好奇，越害怕越好奇越想

看个究竟。那个狼道是个什么样呢？想去又没那个胆儿，直到家

搬走了也没敢去，留下的是遗憾。

可别小看了这座毛山，它还有两样特产呢。一是毛山下那条

经常干枯的河沟两旁，只要细细辨认长着不少野芹菜；二是毛山

上的沙土小路上，每到雨天过后都会长出不少的 “地皮”，也有

人叫 “土木耳”的。我常常挎着小筐去采这两样宝贝，也算给家

里的生活做了些补贴。

太阳沟北岭上是一条通往四平的国道，小村子不算偏僻，可

那地方狼还真多。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就听有人喊：“快来人

啊，狼叼小孩儿啦———”我赶紧跑到院外见很多人拿着锄头、镐

头、棍子发疯似的向山坡上跑去，边跑边喊……

事后听说，老张家的二小子，他在横沟子小学上一年级，老

师是新来的，吃住在学校。那天，老师对老张家二小子说：“家

里有菜给我摘点儿。”下学后，二小子就和他妈拿筐去坡上的菜

地摘豆角。走到半路，他妈到地边种的麻子后边解手，二小子拿

筐先走了。就这工夫，突然从地里窜出两条狼，一条狼咬住二小

子的脖子，另一条狼咬住二小子的身子，两条狼背着二小子向岭

上跑。等二小妈听到儿子的惨叫声出来，见狼已跑出了好远。由

于打狼人的穷追不舍，狼只好扔下二小子跑了。可临跑前，两条

狼还刨了个坑，想把二小子藏起来好以后回来吃。当人们找到满

身血淋淋的二小子时，他早就断气了，可怜的二小子才８岁。

从那以后，只要提到狼，我就哆嗦、再也不敢去毛山采菜

了。说来也怪，越是怕啥越来啥。那天，妈妈做晚饭，叫我去院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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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柴火堆抱点儿柴火来。还没到柴火堆，就见不远处蹲着一条

张着大嘴的狼，吓得我大叫一声跑回了院子。等妈妈跑出院外，

见那条狼不慌不忙慢悠悠地向毛山跑去。看来那狼根本就不怕

人。从那以后，吓得我屋儿都不敢出，特别是天一黑就别提多害

怕了。晚上睡觉，我把脑袋缩在被窝里捂得大汗淋淋，连个缝都

不敢露，大人说啥都不好使，他们哭笑不得。还是姐姐真好，为

给我壮胆儿，叫我钻进了她的被窝。可我还是把头捂得严严实

实，张着大嘴对着姐姐的肩膀呼呼地喘气。不一会，姐姐受不了

了，把被掀开笑着说：“小铁子，我这肩膀都叫你给哈呲熟了。”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条狼就蹲在眼前。

过了好久好久，狼的影子渐渐淡薄了，我胆子渐渐大了。那

天下过雨后，我穿着妈妈做的新衣服，确切地讲，是由爸爸的一

件黄呢子大衣改的，挺合身怪美的，像个小军人儿。军人就得有

点儿男子汉的气概，有什么好怕的，上毛山捡 “地皮”去。不大

会儿工夫，我捡了多半筐，挺高兴，回家定会得到妈妈的夸奖。

我乐颠颠、喜滋滋地往回走，突然天上传来飞机声，飞得好

高。飞机在天上转着圈圈，看着觉得挺好玩。不好———飞机怎么

掉下来了？破刺啦声的冲下来。我赶紧跑，脚下一滑，一屁股坐

到路边的泥坑里，爬起来还跑。没跑几步，飞机又追来了。这回

声更大，飞得更低，好像贴着地皮要撞到我的头了，吓得我哭着

喊着跌跌撞撞往家跑。这时，屋里的妈妈也听到吓人的飞机声，

还隐隐约约地听到我的哭喊声，忙跑出院子拉起我这泥猴子，看

看满身是泥的衣服，看看远去的飞机，好像明白了什么，嘴里叨

咕着：“老天保佑，国军里也有好人。”

事后分析，那架飞机可能把我当成军人了，它几次俯冲想向

我扫射，可飞机上的人拿不准我是什么人没有扫射，后来看清我

是个孩子，便飞走了。太悬了，要是赶上个马大哈，赶上个没良

心的他一梭子扫下来，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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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还有很多往事支离破碎，构不成完整的故事。比如，蛇

从麻雀窝中钻进淘鸟的小孩儿嘴里，大腿上留下的伤痕，大雪天

妈妈领我去乞讨，飞机撞豁城墙砸死炕上的老太太，一枚炸弹投

向昌图小白楼炸死１７个人……故事太多了，可惜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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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学

上学的经历比起童年毫不逊色，任何孩子都无法和我比拟。

小学６年，我读了８个学校。别谈学习成绩如何，见识倒不少，

认识的老师和同学很多，可没有一个记住的。

７岁那年，可能是由于出身书香门第，爸妈急于叫我上学。

太阳沟没有学校，想上学得翻过村北那道岭过国道下一大坡到横

沟子上学，每天得走十几里路。教室是一个四面漏风的破房框

子，泥土地上摆放着３根拆房子拆下来的旧锅梁，二十几个孩子

坐在上面听课。回家对妈妈讲，妈妈打趣儿地说： “那多好哇，

发大水抱着锅梁淹不死。”

课桌就更有趣儿了，是学生自己背着的，就是每一个学生背

一块木板上课时放在自己的腿上，这就是课桌。一放学你看吧，

一个个背着木板，跑起来拍打着屁股 “啪嗒啪嗒”的响，挺好玩

儿的。小孩子不知道苦，大人看了心里难受。

这还不算难，难的是上下学的路上，太阳沟有四五个同学相

约一同去一起回来，相互有个照应，能防点儿坏人和狼。那几个

伙伴都比我大，十一二岁了比我整整高出一头。人大心眼子就

多，有时拿我取笑。走着走着不知谁大喊了一声 “狼来啦———”

他们 “忽”的一下子跑出去好远。我赶紧追，跌倒了爬起来还

追，那狼狈相别提多惨了，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可苦了我了。回

家哭着告诉妈妈，可她有什么办法？只好三番五次地到那几个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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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儿家说好话，叫他们照顾照顾，说我胆子小。这下反倒使那几

个坏小子更加得意了。

冬天，赶上下大雪那可就更惨了，他们个大腿长雪陷不住，

可我每走一步雪都没大腿根。他们走得快，不过一会就看不见他

们的影子了。越急越赶不上，越赶不上心里就越害怕，一屁股坐

在雪地上大哭起来。原来那几个坏小子躲起来有意调理我，见我

真哭了，他们又嘻嘻哈哈地跑回来拉起我说：“别嚎啦，逗你玩

儿呢。”

就这样上的一年级。后来随父亲工作的变动，我先后在双庙

子、昌图城、昌图站、铁岭清真小学、和平小学、繁荣小学、胜

利小学念完了６年小学。

真是难为人，６年里始终处在人生、地生、学校生，课本五

花八门，学习成绩是可想而知的。初小升高小考试很是幸运，顺

利通过，可高小升初中就没那么幸运了。不论父母怎样加油鼓

励，我还是名落孙山，只好在胜利小学复读。一年的复读过得很

快，升学考试已过去多日，发榜就在这几天，我是心急如焚，坐

立不安。盼发榜老师进家门，又怕老师进家门。因为学校规定每

个考生不论是考上、没考上，老师都要登门拜访。要是考上，老

师祝贺金榜题名；要是没考上，老师要做好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工

作。

那天将近中午，突然门外有人问： “这是侯铁铮同学的家

吗？”声音虽然不大，可好似一声炸雷，震得心 “咚咚”响。跑

去开门，一看是侯老师忙请进屋，父母也迎上去问好。别小瞧了

这个侯老师，平时不紧不慢遇事不慌，拿得住架儿。进门后，他

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跷起二郎腿面对着我爸爸妈妈干咳了两声，话

匣子打开了：“你家这学生总的看在学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有

些小毛病不碍大事。至于这次升学考试，真是太难了，１１个半

取１个。”听到这，差点把我吓晕，我强咽了口吐沫继续听下去。

０１



　第二章　上学

“不管考上还是没考上，都要有个思想准备，考上咱们共同祝贺，

考不上也没什么。升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路多得很，哪里都需

要人去做、去干，只要认准一条路一定会取得成功，取得收

获……”老师还在喋喋不休地讲，可我想：完了，全完了。只感

觉手冰凉，脑袋嗡嗡直叫。这时，侯老师把手伸进裤兜。掏什

么？莫不是……我心中又燃起希望，可他不紧不慢的从兜里掏出

张手帕，擦擦鼻尖上的汗水又把手帕送了回去。这下是一点希望

也没啦，我斜瞟了爸爸妈妈一眼，那是两张无可奈何、哭笑不得

的脸。只见侯老师起身说道：“快中午了，我该回去了。”妈妈强

打精神憋出几个字说：“吃过午饭再走吧。”“不吃了，谢谢！”侯

老师边说边向门口走去，这下是彻底凉快啦。没想到侯老师走到

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回过身对爸爸说：“你们的学生考上

了。”说完，他从兜里掏出录取通知书交给爸爸，爸爸又交到我

手上，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

全家人只顾乐了，忘了那个作弄人的侯老师，当想起时老师

已走出好远，望着他的背影真不知说什么好。

我考上了，我是中学生了，过去的努力没有白费，得到了想

要的结果。想想考前那些日子，天刚蒙蒙亮，我就爬到房子西大

山的厕所顶上，躺在铺好的草垫子上，望着成群的小燕子，叽叽

喳喳地围着白塔飞来钻去，边背书边看着那些可爱的小燕子，真

是别有一番惬意。明天就要去铁岭二中报到啦，这也许是那些小

燕子给我带来的福气，相信那些小燕子还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幸

运，更多的福气。

报到后，我被分到一年一班。我们班的构成很有意思，农村

来的学生比城里的多，女同学比男同学多，贫困学生比富裕学生

多，年龄差异较大，十七八岁的大有人在，个别的还结了婚。听

说我们的班长在班上年龄最大，已当了爸爸了。开始觉得新奇，

后来也就见怪不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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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和二年上学期，学校一切教学活动还是比较正常的，我

学到了不少知识。可二年下学期直到毕业，各项活动接踵而来，

应接不暇。说是学生，还不如说是投入各种运动的劳动大军，早

把学习抛到九霄云外了。

不学也好，省了不少枯燥烦恼，同学们整天在一起嘻嘻哈

哈，打打闹闹。今天这出戏，明天那出戏，从中倒也寻到不少乐

趣，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

不知是哪级组织、哪个领导心血来潮，为提高全民文化素

质，要开展群众扫盲活动。

我们中学生首当其冲，当起了小老师。扫盲活动定为一星

期，我和另两个同学被派到辽河沿上的一个小村子———河夹心。

天一黑，我们和村干部在场院儿支起个小黑板，亮起两盏不

怕风吹的小马灯，农民一听到村头敲铁轨的声音，就呼呼啦啦地

往小黑板前一坐，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等小老师讲课。真是听话极

了，叫学字就学字，叫唱歌就扯开嗓子喊，声音挺大就是不着

调。第二天晚上来，啥也不会，该学还学，该不会还是不会，可

人还是照来不误。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实际上耽误了农民的

休息，白白扯一气。可扫盲工作总结写的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次群众扫盲活动，来到快，结束也快，很快就消失踪迹

了，再也没有人提起。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提出为实现 “东风压倒西风”，达到国

富民强，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一夜之间，炼钢的小高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

起，遍地开花。我们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两座小高炉在校园的

西北角应运而生。

高炉有了，点火开炼。至于原材料，校领导早就心中有数。

在开炉点火的誓师大会上，威严宣布：“当前学校的工作重点是

大炼钢铁，支援国家建设。每个同学的中心任务是广泛收集废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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