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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长

当一幢幢高楼大厦平地崛

起的时候，当一条条宏伟壮观的

公路建成通车的时候，当一个个

令人心旷神怡的广场、风景区竣

工的时候，人们想到的是政府英

明决策，想到的是建设单位、设计者、施工者

等等，却往往遗忘了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勘

测人员。

当人们已沉浸在梦乡里，当人们在上班

的途中，当人们在空调间避暑防寒时，可又有

谁能想到，测绘人正坚守岗位，身处恶劣的外

业环境，兢兢业业、扎实工作，用劳动的汗水

绘出一幅幅精美的蓝图。冬季寒风刺骨、冰天

雪地，夏日烈日当头、天气炎热，外业期间有

时狂风暴雨，有时雷电交加，测绘人为了抢时

间，毫不畏惧，奋力拼搏，战胜了一个又一个

的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勘测任务。

测绘是经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测

绘人在幕后，是陪练员。有人把规划比作龙

头，测绘人就像龙的一双眼睛，若龙没有眼

睛，地上、地下就会一片漆黑，规划就会无法

进行。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测绘人就像一棵

默默无闻的小草，为发展经济奉献出自己的

青春。

三十年前，测绘工作的前辈用这样几句

顺口溜来形容测量的艰辛，“前世打爹骂娘，

今生被罚测量，吃了多少冷粥冷饭，穿破多少

球鞋衣裳，睡了多少破庙祠堂。”还有对测绘

工作者的身体要求是，“老鹰眼睛、兔子腿，橡

皮肚子，蒲包嘴。”在人们追求幸福指数的今

天，希望的是健康长寿，而测绘人难以实现有

规律的生活，饥一顿饱一顿，常常是加班加

点，废寝忘食。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明天的

辉煌，无论在洪泽湖的小渔船上或黄海边的

淤滩上，还是在连绵起伏、重峦叠嶂的山区等

等，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

脚印，谱写了测绘人一曲曲可歌

可泣的赞歌。

测绘是一门科学。随着测绘

科技的突飞猛进，测绘工具从步

尺、竹尺、钢尺、测斜仪、平板仪，

发展到今天的全站仪、超站仪、GPS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从模拟测图到数字化测图、航测成

图及信息产业化。测量的辐射面也越来越大，

有大地测量、工程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地

图编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籍测绘、界线

测绘、房产测绘、海洋测绘等等。建国以来，测

绘科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每个测绘

人无不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但是一件往事，给

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曾记得有一位局长

这样说过：“测量就是扛扛尺排、拖拖皮尺，量

量画画，若时间急，我局多派几个人帮你量量

吧。”这就是人们对测绘的一种认识，测绘人

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劳动的价值与

得到的回报相背离，这个弱势群体需要全社

会的关心和理解。

测绘工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

前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广泛服务于各行各

业、千家万户，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

党和国家对测绘工作十分重视，1993年7月

1日我国颁布实施历史上的第一部《测绘法》，

江泽民同志为测绘工作题词：“发展我国测绘

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江泽民同志

的题词，指明了测绘工作的任务与目标，也揭

示了我国测绘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

一名测绘人，我们任重道远，今后我们将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服务百姓，做一颗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做经济建设的铺路石，为领导

分忧解难，为百姓诚信服务，为建设项目勤奋

工作，不骄不躁，在自身的岗位为社会奉献自

己的光和热。

冬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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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贵

每到寒冬腊月，当一家人围着

桌子吃着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菜

肴时，我就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插队在农村的一些酸楚、有趣的生

活片段。

刚下乡的时候，正好是隆冬季节，生产队把我

们几个临时安置在一户比较清爽干净且宽敞的老

大娘家，在她家的西厢屋打了地铺。热情的老大娘，

笑眯眯地望着我们几个大小伙子，张罗着给我们做

饭、弄菜，我至今还忘记不了那慈姑烧肉的香味。当

香味在整个庄子上弥漫时，农户们都知道是老大娘

家款待知青了。细细品味，肉烂、味香，慈姑又酥又

软，可谓回味无穷。饭足菜饱之后，站在农家小院门

口，观赏那鹅毛般的大雪，纯洁的心境更增添了几

分宁静和好奇。只听到白雪沙沙地飘在树上、路上、

屋上，似乎把一切烦恼、纷争、浮躁、肮脏都覆盖了，

只有那一片美丽的银色世界。

我们知青小组大约过了近一个月的衣食无忧

的生活之后，考验就不胫而来了。队里把我们安排

到了大队部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的独立生活开始

了。因为刚到农村，下地干活时农民们照顾我们，派

一些较轻的农活给我们干，我们还能勉强适应，但

放工回来烧饭可成了大难题了。最初几天还可以，

生产队送来了一些蔬菜给我们，一放工，七手八脚

洗菜的洗菜，烧火的烧火，大家吃着自己烧的半生

烂熟的菜和忽硬忽烂的饭。虽然是强吃硬咽，毕竟

是自己烧的，心里还有一丝丝的欣慰，但更多的是

酸楚和茫然，让我们第一次尝受了生活的艰辛。然

而，更艰辛的考验还在后面。由于白天干活，无闲人

种菜，也无处买菜，只有国家供应的每人每月38斤

米（刚开始，国家供应10个月，以后就靠自力更生，

干农活，分工分粮了）；中午回来，只好扒白米饭了，

吃一些自带的咸菜，后来咸菜也吃完了，真的是扒

白米饭了。要说苦还真是有点苦，但苦能锤炼人，启

发人。怎么办？用开水冲三鲜汤。所谓三鲜：即酱油、

盐、油，后来知青们俗称神仙汤，在那时，这神仙汤

确实帮助知青们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劳动之余，苦中

取乐，在封冻了的小河上溜冰，原本

冰冷的身体不大一会已经是热血沸

腾了。此时此刻站在冰面上，仰望流

动的云彩，远眺袅袅的炊烟，别有一

番情趣，爽啊！忽然，不知哪位老兄惊

叫了起来说：“大家快看，一只鸭子卡

在冰缝里。”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

聚焦到了这只鸭子，随即这位老兄跑

过来把鸭子拎起来。不知谁说了一

句，拿回去烧烧吃。当我们回到宿舍

时，才发现是只死鸭子。不管三七二

十一，我们准备把毛拔拔，洗洗剁剁，

多放点作料盖盖味，烧烧吃，总比喝

神仙汤好。当我们兴致正浓，精心

操作时，原来的房东老大娘快步跑

到我们的宿舍，气喘吁吁地说：“你

们在烧什么东西啊？你们这些伢子

怎么把死鸭子拿回来烧呢？唉，真

不懂事，离开父母了，你们自己要对得起自己啊！”

随即夺过鸭子就走了，我们既是一头雾水，不清楚

她怎么晓得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老大娘的敬重，就

如同尊敬我们的父母一样，因为老大娘是对我们少

不更事的年轻人的身体负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

真是饥不择食了！第二天，我们依然和农民们一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回到了我们的住处照样是手

忙脚乱地做饭，当我们刚把饭煮好，神仙汤还未烧

好，只见老大娘笑容满面地拎着一个大瓷缸子朝我

们走过来，我赶紧迎上去说：“大娘，屋里坐……”还

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她跨进了大门，把瓷缸子放在

饭桌上说：“趁热吃吧。”我们几个小伙子一看，原来

是鸭汤。我们看着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鸭汤，泪水

不禁夺眶而出，呵，原来她是把自己家里生蛋的老

鸭杀了烧给我们吃了。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直盯

着老大娘看，那慈祥的面孔，善良的举动，真是让人

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

当积雪融化的季节到来时，那光秃秃的树干挺

立着，那泥泞的小路纵横着，那片片的田野袒露着，

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等待着农民的耕耘。然而，对我

们知青来说更大的考验到来了，生产队派我们知青

组出一人去和农民拉田，即替代牲畜在水里耕田，

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我身体壮，力气大。”面对

薄薄的流动着的零碎细小的冰块，我把裤子卷得高

高的，勇敢地下了水田，骤然，刺骨刺心，真想打退

堂鼓，但看到农民兄弟泰然自若、胸有成竹地把绳

套放在肩膀上，熟练地拉了起来，我也不甘示弱，依

样画葫芦也套起了绳子。我在水田里拉了一行又一

行、跑了一圈又一圈，倒也不那么冷了，真的，当时

我感到很兴奋，我也参与到大劳力的行列里了。就

在这个时候，由于我的双腿打软抬不起，迈不开，后

面农民的一双有力的大脚踩到了我的小腿肚上，脚

趾划破了我的小腿肚子，顷刻间鲜血直流，染红了

黑色的泥浆水。农民们把我拉上了田埂，我迅速地

朝宿舍跑去（当时生产队没有医务室），当我路过房

东老大娘家门口的时候，老大娘忽然拦住我说：“小

黄，你怎么了，快进屋……”，她随即用那高脚木盆

打了汤罐里的温水，洗干净我那划破的小腿，并用

酒精抹了伤口，扯了一块破旧的布给我包扎了起

来。当时，虽然是寒冷天气，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

热血沸腾起来，这难道不是慈母般的爱和情吗？

社会是个大课堂，生活是本大教材，正是老大

娘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中国农民的勤劳、淳朴、善良

从抽象提升到了具体，从平面旋转到立体，从无形

转化为有形，一直是导航我处人遇事、待人接物与

日常生活的可贵精神财富！

那些心酸的码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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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华

我家大小姐一见面就责备

我：“妈，你怎么这样？”说这话

的时候我正站在校门口接她放

学，来来往往的学生都用一种

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心知不

妙，赶紧低头查看：两只裤脚斜斜地挽着，一只还在

滴滴答答往下滴水，整个一刚从秧田里爬上来的农

妇。没敢告诉她光顾着码字，洗衣服的水又放漫了

金山，刚才我还在一线奋战排涝。

一般人在外头看见我神气活现，都道我日子过

得滋润，其实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我是伏低做小、委

曲求全。这不，大小姐声音又大起来了：“今天还吃

这菜啊？”我赶紧满脸堆笑：“将就一下，这不没时间

去菜场嘛！”大小姐骨嘟了嘴：“你说同样是女人，怎

么差别就这样大呢？你不爱逛街倒也罢了，能不能

把饭菜做好点……”我赶紧打断她：“我这不为你们

奉献精神食粮么？”大小姐狠狠一跺脚：“物质是基

础！我要好吃的！我要好穿的！”我暗自叹了一口气：

都是码字惹的祸！

外婆八十有四，一生坎坷传奇，早年混在上海

滩的遭遇比小说还要精彩。到乡下拜年，跟美丽的

老外婆在灶前聊得火热，眼角瞥见老爸在门口走过

来看我一眼，走过去又看我一眼，心里纳闷，忍着没

问，谁知我忍住了他没忍住，终于他对着我一声怒

吼：“你给我出来！”吓得我立即起身。“你说你这么

大一个人了，躲在这儿聊天，你就不能跟舅妈去帮

帮忙么？”无辜的我硬是被老爸冤枉成懒人一个，情

何以堪！

每当我伏案苦思、抓耳挠腮之际，我们当家的

就在一旁不紧不慢地来一句：“一天到晚不知道忙

的什么！”话里“嗖嗖”透着冷

气。我咬紧牙关：难道我要告诉

你我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

么？说出去谁信？我自己都不

信！对此大小姐说我是近代民

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求生存———你不知道有多

难！举个例子：煮粥，左等水没开，右等米不烂，你刚

进房间码了俩字，出来一看，咦，粥变成饭了！

写了篇小稿，美滋滋地拿给大小姐看，大小姐

看完一声不吭。我不死心，连问：“怎样？怎样？”大

小姐一脸严肃地说：“妈，我给阅读理解弄怕了。”

———不怪她，上回小考，阅读理解三十八分，她只拿

了十来分，被我训得还没缓过气儿来。

小说写成，上传到天涯，把网址发给当家的，意

思是让他也参与参与，顺便宣传一下，混个点击量。

晚上回家问他：“看了么？”点头：“看了。”“刷了么？”

“刷了！狂刷！”第二天看看点击量，还不错，立即短

信告诉当家的，当家的回了句：都是熟人给你面子

……隔几天电话打过来：“你那小说在什么网上？我

看下。”晕！你不是点了么？不是狂刷了么？

路上碰到一熟人，见面就夸我：“哎你那什么红

梦，我看过了，写得真不错！”我“谢”字都不肯说：

哥，不带这样骗人的，红梦，还红楼梦呢！你连名字

都看错你究竟看的啥？

继续扩大范围，寻找知音。饭桌上宣布了这一

消息，弟妹来得快，立马就训斥小侄儿：人家写三十

万字作文，你三百字都凑不齐！小侄儿无比幽怨地

扫了我一眼，我被这一眼扫得底气全无：完了完了，

不仅平白无故树了一个敌人，而且一下子沦落到小

学六年级的档次上……

好友送我两盆仙人球
□ 郭茂春

好友老邵，喜欢养花植卉，走进他家，

就像进入一个小花园，令入羡慕。

两个月前，老邵送给我一对仙人球。每

个球比我的拳头还要大，两个球是一样的

大小，一样的长势，养在两只一样的紫红色

斗盆里，煞是好看。

那天，我请他在沙发上坐下，倒上一杯

茶，他品尝了两口后说：“好茶，好茶，哎！”

他突然指着送来的两盆仙人球说，“你对待

这两位可要控水啊！因为仙人球原产地是

在美洲热带、亚热带的干旱沙漠地区，所

以，它特别耐旱，平时不宜多浇水。另外，它

还怕严寒，因此，要把它摆放在比较温暖的

地方。你如果注意了这两点，就一定能把这

对仙人球养好。“

我问：“把它们摆放在客厅这张茶几上

行吗？”

他答：“可以是可以，不过我还是建议

你把它养在卧室里。这样，它还能为你发挥

保健作用呢！”

“在卧室摆放花卉，对人还有保健作

用？”我大为惊奇，站起身说，“那太好了，我

前面的阳台上还有两盆闲花，也把它们搬

进卧室里来。”

老邵跟着我走到阳台，看了看阳台上

的两盆花后说：“这盆含羞草，体内含有生

物碱成分，人若经常接触，会引起毛发脱

落。这盆百合，更不能摆进卧室，它散发出

的香味，会使人的中枢神经过度兴奋，从而

引起失眠。其实，绝大多数花卉都不

能随便摆进卧室里。”他看了我一眼

说，“你该知道众多的植物（当然包括

花卉），在白天进行光合作用时，是吸

收外界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到

了夜晚，光合作用停止了；在黑夜里，它们

是在吸收外界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而人

们在临睡时，总会把卧室的门窗关闭，熄灯

后，摆放在卧室里的花卉，不是要与卧室里

的人争夺氧气吗？同时，人与花卉双方又向

卧室里排出二氧化碳，使卧室里的空气变

得越来越污浊！这对睡在这里的人的健康

不是大为不利吗？所以，卧室里摆放花卉是

大有讲究的。”

我们回到客厅，他坐下来接着说：“不

过，也有一些花卉例外，如我送给你的这对

仙人球，此外，还有仙人掌、金琥、昙花、令

箭荷花等等，这类花卉，恰恰相反，在黑夜

里是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被人们称

为夜间的‘氧吧’；它们还能增加卧室内的

负离子，负离子被人们誉为‘空气维生素’；

此外这类花卉还能清除室内的灰尘、烟雾、

塑料制品散发出的有害物质。并把这些有

害物质，输送到根部，在根部微生物的作用

下，化为它们自己需要的养料，因此这类花

卉又有‘空气过滤器’的美称……”

我由衷地赞叹：“老邵啊，你这方面的

知识太丰富了，你养花已经成精了！佩服，

佩服！你能不能收我为徒？”

老邵连连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但

愿你对养花也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互

相学习，相互交流，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

由此，我养植花卉的兴趣被他调动起

来了。

汪曾祺与昆明茶馆
!

秦一义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度过了

七年时光，几乎天天都进茶馆，

进茶馆而不是为了喝茶，你说

是为什么？他在《泡茶馆》一文

最后挑明了原委：“如果我现在

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

明茶馆里泡出来的。”

他原来不是为了去泡茶，而是为了去“泡”小

说。他的小说，为什么要到茶馆里“泡”呢？

暂且不管，单说这一“泡”字。汪曾祺所说的

“泡”是恰如其分的。他说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

泡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打牌、写文章。

他曾回忆说有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位姓陆的

学生简直是“长”在茶

馆里。上午、下午、晚

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

看书，他连洗漱用具都

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

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挺有意

思的。

那么，联大学生为什么都如

此热衷“泡”在昆明的大小茶馆里

呢？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新校舍因

陋就简，仅有一个图书馆，座位有限；宿舍四十人一

间，没有书桌；课外活动几乎等于零。于是，学校附

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联

大的学生，一些教授也常常泡茶馆。

汪曾祺进茶馆，主要去占一席之地，用来读书

写作，他的一些早期的散文、小说是在茶馆里写出

来的。

汪曾祺总结在昆明茶馆泡茶的经历，说有三大

好处：第一，可以养其浩然正气；第二，茶馆出人才

（汪曾祺本人就是一个代表）；第三，泡茶馆可以接

触社会，一个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来茶馆喝茶的

各种人物都有。泡茶馆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深厚的生

活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