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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工匠精神”
■张文卿

安于眼前的苟且
■金洁

母
女

铅笔头
■陈 粟

结缘朗诵
■陈映芳

学美术时

候，我没事总喜

欢翻翻以前的

画。

特别喜欢

收集铅笔头，目

标是扔满一个

鱼缸。

又是一个

周末，当我悠闲

地从画室回到

家。

回到房间,

却发现放在书

桌下的画和铅

笔头都失踪了！

老妈竟然把

我的收藏都给扔

了！

（人文瑞安）

前段时间，“生活不止眼前

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引爆朋

友圈。苟且，即得过且过、安于

现状。那么，什么是诗和远方

呢？它的指代应该是宽泛的，我

理解为诗意的尚未抵达的一切

美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

“诗和远方”。读着这句富有诗

意的话，不禁想起去年走红网络

的郑州女教师“史上最具情怀辞

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

看看。的确，很多人厌倦当下单

调而枯燥的生活，蠢蠢欲动想要

逃离苟且，奔向理想中诗一般的

远方。

最近，漫画《友谊的小船说

翻就翻》呈现刷屏之势，这一普

通的漫画作品，表达的是友谊的

脆弱及现代人对真正友谊的渴

望，然而，网友们在原有漫画基

础上依葫芦画瓢进行诙谐有趣

的“二次创作”，教师、机关干部、

医生、银行职员等，各行各业，各

种版本，抒尽各自身处体制内的

忙碌和无奈，看了令人哑然失笑

而又五味杂陈。面对一成不变

的工作，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

力，很少有人不产生职业倦怠。

就说我们教师吧，顶着“太阳底

下最光辉职业”的光环，每天备

课、上课、改作，还要参加各类培

训，外加课题、论文杂七杂八的

事儿，既跟淘气的熊孩子打交

道，又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家长，

繁杂琐碎，薪水又不高。

不知何时起，身边渐渐多了

勇敢的辞职者，他们开创新的天

地，少了体制内的束缚，多了心

灵的自由，还赚到了大把的钱，

可谓风生水起，有滋有味。作为

旁观者，我们一度为他们丢弃铁

饭碗而惋惜。事实上，心有多

大，舞台就有多大，条条大道通

罗马，毅然决然走出体制的他

们，愣是在众人疑惑的眼光中将

眼前的苟且过成了美妙的诗和

幸福的远方。

一日，办公室几个同事就辞

职潮闲聊，笑着闹着说干脆大家

集体辞职算了。可紧随而来的

是，如果真辞职了，我能做什

么？粗活，没力气；细活，没才

气。想来想去还真感觉自己什

么都不会。于是，只好怏怏地打

消念头，继续老老实实当我的小

学老师。

仔细想想，体制如围城，外

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

去。已经进入这个围城，尽管总

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既然没

能耐突围，就少一些牢骚和郁

闷，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

有诗和远方”倒过来，然后持一

颗平和心，尽可能将眼前的苟且

过得诗意一点，做一个阳光而温

暖的苟且者，如此可好？

上天是公平的，就像我一直

相信自己的座右铭“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一样。

在瑞安图书馆举办的成人公

益朗诵培训班的学习中，我一直

坚持着，努力着。朗诵是一门高

雅的语言艺术，要求极高，而我是

零基础，甚至连普通话都不大标

准？在好友的质疑声中，我始终

抱着学习和锻炼的心态。

想不到，这条生涩荆棘的道

路却对我开满了花。不仅得到质

疑我的好友赞赏，还得到培训老

师的肯定和鼓励。甚至让我有机

会站上镁光灯聚焦的舞台，就像

做梦般。这是我人生轨迹上出彩

的部分。

当我还沉浸在那美好一刻时

候，学习接近尾声了。

周一天中午当我接到图书馆

温怡老师的电话，她让我准备晚

上的结业典礼作代表发言时，我

惊讶？我疑惑？因为我成人朗诵

班的每一位学员都比我优秀，都

是我的老师，不管怎样都轮不到

我呀？

原来正因为她们都很优秀，

所以选谁做代表让人犯了难。在

这个时候，我这个家庭主妇就有

了优势和机会，就像我们当中唯

一男士一样。感谢这个以前让我

难以启齿的特殊职业，又给了我

一次锻炼的机会。

当知道周一晚上是最后一节

课时，我十分不舍，虽知道迟早会

有这么一天，但总希望这一天来

得慢一些，再慢一些。因为我们

还惦记着两节课和杨锐老师说的

参观电台的事，还有期待中的姜

林娜老师的朗诵呢。不仅仅是这

些，原来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朗

诵课，喜欢上这个大家庭。我们

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相聚，与3位

优秀老师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很

开心。似乎姜林娜老师还在优雅

地给我们讲解深厚的专业知识和

分解《匆匆》和《春天的声音》的朗

诵技巧；似乎杨锐老师深情而有

磁性的《一棵开花的树》还萦绕在

耳边；余林老师雄厚铿锵的《大漠

敦煌》，柔情而热烈的《早春的钟

声》还在回荡。还有他孜孜不倦

一字一句的启发我们，引导我们

录音，近午夜了还教我们走台，求

取最佳的录音和舞台效果。当最

后的合成作品出来后，我们那么

兴奋，那么激动，那么骄傲！尤其

是对我，一位与社会脱轨整整6年

的，So Out 的家庭主妇来说，该是

怎样的骄傲和自信！

我衷心感谢每一位帮助我的

朋友，是他们塑造了我，是他们提

升了我，是他们让我解下围裙，走

出厨房，步入朗诵这个高雅的厅

堂。特别是姜林娜老师，是我的

点灯人。

道不尽感谢，言不尽感恩。

于是，我默默地许了个愿：希望我

们的缘分能在朗诵中得到延伸。

都说现在社会普遍缺乏“工

匠精神”，我却在最普通的奶奶

身上看到这种精神。

奶奶晒衣服，和我不同。我

每次把衣服从洗衣机里拿出来

直接挂上就完事了。而奶奶，对

待同一件衣服，她一天要换几次

位置，还要里外翻好几次。一开

始，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奶奶笑着说，因为太阳晒到的位

置不一样，不移动的话，有的衣

服就不能全部被晒到，不把衣服

翻一下，衣服里面就晒不到。虽

费时又费力，却可以让所有衣

服，衣服的所有地方都充分吸收

阳光，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才舒

服。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奶奶晒

好的衣服总是特别温暖，穿在身

上仿佛可以闻到太阳的味道。

奶奶是用她最简单原始的方式，

不厌其烦，把一项家务做到极

致。这不正是最直接的“工匠精

神”吗？

有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奶奶

时常帮我煎药。奶奶煎中药必

须用砂锅，中药倒入其中，放水

时，不像我直接放在水龙头下

冲，为了便于控制水量，奶奶总

是先把水放到碗里，然后一点点

慢慢倒。浸泡时，拿一根筷子，

小心翼翼把中药压入水平面，以

确保所有药材都能充分浸泡。

然后很慎重地盖上锅盖，把筷子

横在锅盖上。我不懂这种做法

含义，感觉过于讲究。煎药时更

是一丝不苟。即使是需煎上30

分钟的药，她也会一直站在旁边

观察。先用中火煎一会儿，再改

文火。不时打开锅盖用筷子搅

拌下，观察下水位。滚烫的药汁

倒入瓷碗，经过3次沉淀去渣，

每次不多不少正好两碗，最后亲

热地喊一声：“娒，来喝药了”。

奶奶煎的药，药味特别重，

汤汁特别浓。苦涩汤汁入口，温

热暖心，味蕾品尝到的苦味早已

被深深的爱意化解。看着她的

身影，时光仿佛在那一瞬间变得

很慢很慢，煎药似乎也变成一项

复杂繁琐的工艺。奶奶像一位

老匠人，用一颗最纯粹的心从容

细致地对待每一道程序，因为专

注和用心，年迈的奶奶身上竟然

也镀上一种别样的光芒，让我不

禁动容。

奶奶只是传统的家庭妇女，

在她的观念里，一辈子，做好一件

事就够了，那就是照顾好家里人

的生活起居。对她来说，这就是

工作。她干活速度并不快，但却

从容有序。不管做什么，都充满

耐心，讲究细节，不急不躁，有一

种历史沉淀的宁静致远感。每

每看到奶奶，我才发现，原来“工

匠精神”也可以融入最简单的日

常生活中；原来最普通的家务也

可以做得如此精益求精；原来宁

心静气做一件事时，时光也可以

变得从容；原来如果可以不忘初

心，即便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

也能有满足感；原来一辈子能够

做好一件事情，竟是如此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