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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 年 来 一 直 耻 谈 名 利 的
国人 终 于 开 始 千 方 百 计 地 “提

高知 名 度 ”了 。自 然 ，求 名 的
目的 还 是 为 了 求 利 。否 则 ，浙
江省 那 两 个 县 就 不 会 为 争 夺 “西
施故 里 ”的 名 号 而 闹 得 那 么
凶。

知名 度 当 然 不 能 没 有 。一
个身 怀 绝 技 或 满 腹 经 纶 的 人 ，
不为 人 知 而 默 默 终 老 于 草
野，不 但 是 他 个 人 的 不 幸 ，

且是 社 会 的 不 幸 。要 不 是
一部 《神 秘 的 大 佛 》，乐
山的 那 尊 世 界 第 一 佛 像 仍
会孤 守 江 边 ，乐 山 市 也 就

无此 旅 游 财 源 。从 此 例 上

说，知 名 度 “提 高 提 高 ”
大是 应 该 。

然而 ，知 名 度 毕 竟 不 是
“ 提 高 ”出 来 的 。乐 山 出 名 ，
乃是 因 有 大 佛 在 先 ；茅 台 酒
出名 ，也 是 因 有 质 量 殿 后 。
如果 你 的 产 品 不 过 硬 ，哪怕

你在 广 告 中 把 “厂 长 ××”

几个 字 弄 成 拳 头 大 ，或 者 花
上几 千 元 、上 万 元 叫 人 写 上
几篇 “报 告 文 学 ”也 无济 于 事 。
因为 顾 客 只 注意 商 品 质 量 ，而 不
注意 厂 长 。注 意 厂 长 的 往 往 倒 是
那些 专 门 盯 着 企 业 家 钱 袋 转 、会
写几 个 字 的 伶俐 者 。

现在 ，有 一 种 口 号 十 分 流 行
——“宣 传 ×××”。在 这 个 口
号下 ，人 们 利 用 新 闻 报 道 、地 方
史志 等 种 种 形 式 为 本 地 大 唱 赞

歌。凡被 “宣 传 ”者 ，无 不 “地 灵
人杰”、“物 华 天 宝”。只 是，在
一片 “宣 传 ”声 中 ，却 从未 见 有 人
声称 他 们 那 里 是 秦 桧 故 里 ，自 己 是
西门 庆 后 裔 。就连 那 两 个 争 夺 “西
施故 里 ”名 号 的 县 ，也 只 是 炫 耀 西
施之 美 与 本 地 山 水 的 联 系 ，而 从 不
肯痛 痛 快 快 地 向 世人 宣 告 ：本 县 系
色情 间 谍 鼻祖 的 故 乡 。　（把 西 施 尊

为色 情 间 谍 鼻祖 是 毫 不 冤 枉
的。君 不 见 屏 幕 上 的 她就 差
使用 微 型 照 相 机 了 。）

不过 ，为 “提 高 知名 度 ”
和“宣 传 ”自 己 而 奔 忙 的 人
也有 颇 令人 同 情 的 时 候 。因
为生 活 中 还 有 另 外 一 些 令 人
啼笑 皆 非 的 故 事 。某 县 一 位
局级 干 部 有 望 被 提拔 ，可 批
文迟迟 未 下 。此人 求 官 心 切 ，
思忖 自 己 在 上 边 知 名 度 不
高，遂 求 人 写 一 篇 “宣 传 ”
稿件 。不 料 ，此稿 在 省 报 上

“ 宣 传 ”后 ，反 倒 砸 了 锅 。
原来 ，此人 文 革 中 在 大 学 里
作恶 多 端 ，那 些 从 他 的 皮 带
和钢 筋 棍 下 挣 扎 着 活 了 下 来

的教授 们 ，从这 篇 稿 子 中 终 于 获知
了其 下 落 ，便 纷 纷 写 信揭 发 。于 是 ，
此人 不 但 痛 失 即 将 到 手 的 七 品 官
帽，而 且 大 大 提 高 了 其 昔 日 劣 迹 的

“ 知 名 度”。

这个例 子 不 很 典 型 ，且 有 看 人
笑话 的 嫌疑 。但 只 要 这 种 气 候 还 在 ，
类似 和 不 类 似 的 例 子 便 会 越 来 越
多。

多美 的 歌 啊 ，多 甜 的 调
齐连声

院里 ，雪 花 儿 飘 ，

屋内 ，灯花 儿 爆 。
碗里 的 饭 ，凉 了 又 热 ，

盆中 的 水 ，冷 了 又 烧 。

唉，谁 叫 你 是 女 工 委 员
星都 眨 眼 了 ，还 不 “落
巢”。

你出 了 东 家 入 西 家 ，
是铁 脚也 会 打 泡 ！
儿子 衔 着 铅 笔 ，
爬在 小 桌 上 睡 了 觉 。

爸爸 总 是 对 儿 子 唠叨 ：
“ 妈妈忙 ，你 别 撒娇 ！”

“ 她 是 阿 姨 们 的 ‘娘 家
人’，

姨们 有 事 妈能 不 奔跑？”

“ 没 说 的 ，洗 衣 煮 饭

爸爸 我 一 个 承 包 ！”

“ 孩 子 呀 ，快 长 大 ，

好替 妈 妈 为 家 务 把 心
操！”

倏地 ，妈妈进 了 门 ，

口还未 开 面 带 笑 ：
“ 孩 子 他 爸 ，你 们 久 等

了，

这妻 子 、妈 妈 我 没 当
好。”

“ 唉 ，胡 扯 些啥 呀 ，

多年 夫 妻 了 ，我啥 不 知
道！”

女工 情 啊 ，夫 妻 爱 ，
多美 的 歌 啊 ，多 甜 的 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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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扬鞭自奋蹄

——记 工 人 作 家 王 震 学

王宗建
走进他的 卧室兼办公室 ，只见沿墙堆满了 旧

报刊和发黄 的稿纸 ，特别 引 人注 目 是的墙上贴满
了大大小小的纸条 ，上面用 红红 绿绿 的彩 笔摘录
着警句格言 ，唐 诗宋
词，写作技巧 ，采 访
经验等 ，犹如万 国旗
一般 。房子 的主人就
是宝成通用 电子公 司
职工 ，工人作家王震
学。

老王性格开 朗 ，
随和热情 。每逢朋友
来拜访他 ，他总是小
心翼翼地拿 出 一沓沓
信件和照片 ，操一 口
地道 的陕西话 ，如述
家珍地介绍那些信和
照片的来历 。讲到动
情处 ，他每 说 一 句 话 ，
眼一 闭 ，身 子 向 前一
倾，右手 向 下 一劈 ，喜怒哀乐 ，溢于言 表 。

1949年，16岁 的 王震学参军来到陕甘 宁边 区
政府保卫 团 ，给敬爱 的 彭德怀元帅做警卫 工作 。
火热的部队生活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要能把这
些事写 出 来该 多好啊 ！强烈 的事 业 心促使他这个
只上过 三 年学 的娃娃兵拿起 了 笔 ，偷偷地写 了 一
篇《我们的连队是学校》，投给陕西人民广播 电
台。没料到几天后真 的给播 出 了 。于是他 一发而
不可收 ，反正 年轻人有 的是用 不完的精 力 ，上到
元帅 ，下到战士老百姓 ，凡是他身边发生的使他
深受感动的人和事 ，他统统都写 出 来 ，并挤 上 了

报纸的版面 ，还 出版 了
好几本快板册子 ，在战
士中 间 广 为流传。52年 ，
他经著名 诗人柯仲 平推
荐，参加 了赴朝慰问 团 ，
向志愿军战士汇报演 出
了自 编 的小快板 ，潮水
般的掌声 ，使他感受到
文艺的 巨大作用。56年 ，
他又跟随 陈毅元帅赴藏
慰问 ，比起别 的警卫战
士，他又 多 了 一件武器
——照相机 。一路上他

眼观六路 ，耳闻八方 ，把所见所闻和陈老总夫妇
关心藏族人民 的一点一滴 的小事全都记在心里 ，
摄下了大 量珍贵的历 史性镜头。57年 ，他转业来
到宝成仪表厂 （宝成公司 前身），那时正值 工厂
投产试制阶段 ，刘少 奇 、朱德 、陈云 、聂荣臻等
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常来厂视察 工作 ，他抓
住时机 ，又拍摄了大量照片 ，这些都成为他写作
的宝贵素材 。

对于写作 ，他有着 浓厚 的兴趣 ，几十 年 来 ，
边干边学 ，笔耕不辍 ，光他积累 的材料就有好几
麻袋 ，用过 的稿纸摞起来有 半人 多 高 。白 天工作
忙，每天凌晨三 点钟就爬起来 ，到上班时 间写 上
千把字 。为 了给稿件配 上一幅照片 ，时常 一 个人

呆在暗室 里 ，一 干
就是大半个晚上 。
回想起老一辈 无产
阶级革命家和老一
代文 艺 家 艰 苦 奋
斗，为人民甘作奉

献的 高 尚 品德 ，他觉得 自 己有
责任 把 几 十 年 积 累 的 素 材 写

出，使 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 德能够继承下来 ，于 是
他萌发了写写陈老总 的念头 。这一想法 得
到省作协和公司领导的大 力 支持 。经过几
年的艰苦努力 ，有 十 几万字 ，一 百 多幅照
片的历史纪实文学 《陈毅进藏 》初稿 已基
本完成。《一杯淡淡 的清 茶》，描写了 陈
云同志58年 元 月 在 该厂 一个新盖 的 仓库 里
开会 ，厂领导为他泡茶时 ，他小声嘱咐说 ：

“ 少放点茶。”当 那杯茶凉了 ，厂领导准
备端起倒掉 重泡新茶时 ，他急忙用 手压住
茶杯说：“不要倒掉 ，倒掉 了 怪可惜 的 ，
加点开水就行啦。”通过 简 单 的小事 ，陈
云同志艰苦朴素 ，勤俭 节 约 的形象跃然纸
上。前 年他发表了 一篇 《诗 ，应 该表现人
民生活 》的文 章 ，通过老诗人藏克家一 首
诗受到工 人 的 喜受 ，对文艺界部分人远离
人民 ，远离生活 ，陷入 自 我小 圈 子 写那些
难以理解 的 “时髦作品 ”这种现象进行 了

批评 。他的这些作品 ，短小精悍 ，语言朴实 ，情
真意切 ，生动有趣 ，深受广 大读 者 喜 爱 。

“ 老 王怎么有写不完的 名 人轶事 ，一个普通
工人 ，他怎么 认识那么大 的名 人？”不少人对此
迷惑不解 。其实这正是他长期勤奋努力 的结 果 ，
他写 的老 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 事情 ，就是他给
彭老总 ，陈老总 当 警卫 员和在 工厂搞摄影时所细
心观察到的 ；他写的老一代文 艺家 的事 ，则是他
通过信 函和他平时开会 ，出 差时经过拜访而交 上
朋友 的 。如86年 9月 ，有 两 位 青 工 准备文 艺晚会
节目 ，求他给推荐几首好诗 ，他翻了好 多文 艺刊
物，也没有找到合适 的 。这时 ，他听 说著名 艺术
家田 华刚从老 山 前线慰问归来 。在 前线 ，她朗 读
了一 首深受战士 喜 爱 的好 诗 。于 是他给 田 华写信
索诗 。几天后 ，田 华在拍完新片归来后连夜抄录
了臧老的新作 《生命的鉴定》，通过这 首 诗 ，他
又结 识了臧老 。用 这些方法 ，他先后 认识 了孙道
临，谢芳 ，黄婉秋 ，乔羽 ，华君武等 上 百位 艺术
家。他说：“这些东 西 是采 访不 出 来 的 ，要 先交
朋友 ，后 采 访 。朋友间随便 谈 谈 ，再加上细心的
观察 ，什么事情都 了 解了 。写 出 来就是一篇文 章。”

“ 淡 泊 以明志 ，宁静 以致远 。记得 了 自 己 的
年龄 ，就得赶 紧 去做”。望着著 名作家刘绍棠给
他的赠言 ，他觉得 自 己脚下 的路还很 长 很 长……

不服 气 田野　摄

门缝
李扶 民

新学期 ，我被调往
桑木 渠小学任教 。

刚来报到那天 ，一
进校 门 ，忽和一小学生撞 了个满怀 ，撞得我差 点
倒过背 去 ，抬眼看 ，一个胖墩墩的 男孩站在我的
面前 。男 孩满身灰 土 ，眼直瞪瞪地看着我 ，也不
道歉 。

我被分做四 年级班主任 。
上课铃声响过 ，我走进 四 年

级教室 。抬起头 ，辨 认班 上 的学生 ，一个熟悉 的
面庞映入我的眼帘 ，坐在第 一座 靠墙 的那个学生 ，
正是前天门 前撞我 的那个 。

他的座位临着窗户 ，下 面一块玻璃不知何 时
掉了 。太 阳 射进来恰好 照 到他 的 桌子 上 ，为遮 蔽
阳光 ，他用 上衣挂在窗户 上 ，看 上 去 长袍马褂的 ，
有碍整洁 。我随手拽 下来 ，大声斥道：“以后 不
许往窗户 上乱挂东西！”

冬天来 了 ，一场大雪纷纷扬扬 。刺骨寒 风 直
往教室钻 。课堂上 ，我常觉得两腿飕飕发冷 。随
风望 去 ，原来 门底有条缝 ，冷风是从那过来 的 。

第二 天 ，鹅毛大 雪仍 旧 未 停 ，北风也 更 紧 了 。
上课铃响 了 ，我想起 了 那讨厌的 门缝 ，不 由 打 了

个寒颤 。一进教室 ，我就向 门缝偷偷望去 。真怪 ，
二尺 多 长 的 门缝被木板钉得严严实实 ，我看看大
伙儿 ，发现他 ，那个一 直我认为不遵守纪律 的学
生，正 笑咪咪地看着我 。

下午放学刚吃罢饭 ，我就去校事 务处领了 块
玻璃 ，钉在了那窗子 的空框上 。

鸭子 当 官 之 后 郑印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