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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平坎坷成大道
——读黑麟蛟的《庸民轶事》有感

崔晓林

《庸民轶事》是黑麟蛟同志记述
父亲黑文炳的人生传记文学。这本
书按照历史脉络和历史发展的本来
面目，客观真实地讲述了黑文炳一
生艰难曲折、勇往直前，为人善良、
勤奋好学，勇于担当、认真负责，执
着追求、爱党爱国的感人事迹。不但
接地气、情节感人、语言生动、引人
入胜，而且有思想、有知识、有方法，
让人受到教育和启发。

《庸民轶事》我认真读了两遍，
许多地方都是含着热泪读下来的。
这部书之所以如此吸引我，是因为
黑文炳的苦难生活经历，引发了我
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感情发生了共
鸣。黑文炳生于1921年7月，1977年
7 月去世。他的一生是在困苦中生
存、艰辛中成长、委屈中工作、重压
下前行的。

对许多人来说，面对不幸遭遇，
要么心灰意冷、逆来顺受，要么怨天
尤人、牢骚满腹，要么寻机报复、制
造事端。但黑文炳不是这样，他既没
有消极对待，又没有过激行为，而是
始终坚持不做命运的奴隶，积极与
不幸抗争，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
的手中。他面对现实，清醒、理智地
对待，顺势而为、灵活应对、积极进
取，努力争取有所作为。这是十分难
能可贵的，也是人们面对挫折、不幸

应持的正确态度。
面对经济上的困难，黑文炳做

迎难而上的强者。解放前和新中国
成立初期那些年，国家经济萧条，人
民生活困难。黑文炳不甘心同大家
一样苦熬，主动为摆脱家庭困境贡献
力量，高小刚毕业，他就先后到印刷
厂当学徒，到庙里跟和尚学画画，到
药店里学抓药、记药性、背药方，到剧
团吹笙伴奏，到工程队学测量等。一
个十几岁的孩子，自觉坚守家庭一员
的职责，无论干什么都十分认真，在
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在提高本
领的同时把工作做好，既赢得了好
评，又增加了家庭收入。真正的强者
是不怕困难和挫折的，面对困难能产
生动力，遇到挫折会愈挫愈勇。

面对成分包袱，黑文炳做党的
政策的坚信者。早在解放初期的集
训队中，他就将自己的出身历史向
组织讲清楚，且组织上已给予了明
确答复，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得
到落实。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就像一
块大石头，沉重地压在黑文炳的心
头，不但对他本人，而且对其家人，
在升学、入伍、就业、入党等方面都
造成了很大影响。但这并没影响黑
文炳的工作积极性，更没有影响他
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
念。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还

发现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和一份要求
复议家庭成分的申请。这都足以充
分证明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面对工作阻力，黑文炳做排除
干扰的勇者。在工作中，有人耍手
腕、使手段，给黑文炳的工作设置障
碍，让他到远离家乡、条件艰苦的地
方工作。他没有灰心，也没有拒绝，
而是坚守自己的做人底线与处世风
格，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建功不
争功、争先不争官，努力用自己的汗
水和智慧闯出一片天地，干成一番
事业。他取得成绩不得意忘形，受到
挫折不灰心丧气，“进”则全力干好，

“退”则心怀坦然。组织上无论让他
干什么，他都努力干好；无论让他到
哪里去，他都无条件服从。在任何岗
位上，他都能认真负责、积极进取，
把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

读完《庸民轶事》，掩卷沉思，感
到庸民不庸，轶事不凡。黑文炳一生
所为都是因责任所生，靠勤奋所干，
用智慧所成。它告诉我们，人生中春
风得意很短暂，跌宕起伏是常态。立
足于世，想有所作为，必须有志气、
有骨气、有底气，坚定理想信念，不
畏浮云遮望眼，只要发扬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拼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顽
强意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
能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

父亲“怕”我
韦凤美

上个周末，我带着孩子到姐姐家帮着收玉米，顺
便让老公体验体验农村的生活。母亲也来姐姐家帮忙
了，父亲却一个人待在家里。

中午 12点，饭菜做好后，我让老公开车去邻村接
父亲来吃饭。母亲说：“你父亲肯定不来，除非是你去
喊他。”

姐姐不信，坚持让我老公一个人去。
几分钟后，老公一个人返回，说父亲已经吃过饭

了，不过来了。
母亲在一旁笑着对我说：“看到了吧。你父亲现在除了

听你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我甚至觉得他‘怕’你呢。”
“父亲‘怕’我？为什么？”我很疑惑。
母亲对我说：“你父亲说，他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你读过大学，见过世面，你让做或不让做，总有你的道
理。听你的准没错。不信啊，你去喊他，他准来。”

我让老公开车，带我去接父亲。
“爸，为什么不去我姐家吃饭？”一进家门，我就问。
正在给鸡喂食的父亲听到我的声音后，手中的水

瓢“哐当”落在地上，水珠四处乱跳。
“我……我吃过了。”父亲低声回答，仿佛做了错

事被我逮个正着。接着，他小声解释：“我早上吃了面
条，现在还不饿。”

听了这话，我的火气上来了，准备对父亲念叨一
番。老公见状，忙把父亲推出来：“爸，上车，跟我们一
起去看看您的小外孙。”父亲小心翼翼地上了车，坐在
我身旁。

坐在车里的父亲，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直
坐立不安。这与我印象中的父亲完全不一样。印象中，
父亲有点专制、霸道，对我们非常严厉。他给我们立了
许多规矩，如作业写不完不许看电视，吃饭吃不完不
许睡觉，上学、放学路上不许东逛西逛等。他在家的日
子，我们少不了挨训、罚跪，我们兄妹三人十分怕他，
与父亲之间的交流、谈心极少。现在，坐在我身旁的父
亲，却变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子，我难受极了。

“爸，对不起，刚才我说话太冲了，但不按时吃饭，很
容易得胃病。”我拥抱着父亲，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母亲去世时，将近83岁。把母亲安葬以后，我和哥
哥在她的箱子里发现了 1.3万元钱。这些钱用一块旧
蓝布裹着，严严实实的。这是母亲留下的遗产。

这笔钱数额不小，出乎我们的意料。事后，我静下心
来思考这笔钱母亲是怎么攒的，又是用多长时间攒的。

进入耄耋之年，父母亲依然在种地。他们对土地感
情很深，种了一辈子庄稼，晚年，把自己种进了泥土，
自己变成了庄稼。

他们坚持种地，还有一个想法：只要自己干得动，
能干一天就干一天，不让我们养活，不给我们添麻烦。
父亲此前曾摔断髋骨，做过手术，不能干重活，母亲就
把大部分农活揽在自己身上。庄稼一年两季，一麦一
豆。他们把打的粮食一部分留作口粮，剩下的卖掉，每
年可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除了种地，母亲养羊每年还可以收入两三千元，
卖菜也可以挣点钱。她去世两周前的那个周日，我回
家看她，她正在村前的树林里找蝉蜕。她一手握着竹
竿，一手拎着袋子，围着树干转，看到蝉蜕就捅下来，
随后拾起来装进袋子里。她说再攒一些就可以拿去卖
了。母亲的眼睛不好，树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就看不到
了。我从她手里接过竹竿，我捅，她拾。我捅掉一个，她
拾起来一个，一会儿就装了半袋子。她高兴得像个孩
子，说卖了就是钱。

就这样，一年下来，父母亲有三五千元的收入。这
些钱于一对耄耋老人来说，得来实在不易。

父母亲手里的钱，是一分一分挣来的，也是一分
一分省下来的。她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勤劳和节俭。

老家的小叔来电话说，他家要
翻盖房子。挂断电话，我找出件旧衣
服，换上胶鞋，直奔汽车站。鬓发染
霜人，思乡情更切——哪怕是去帮
着搬几块砖，铲几锨泥，也算是尽了
一份心啊！

到达施工现场，我有点不知所
措了：砌墙的材料不是砖，而是一块
块水泥预制件，用滑车往上运送；沙
子则是用吊车传输，我根本就插不
上手。

就在我尴尬地东张西望之际，
指挥现场施工的小伙子跑到我面
前，客气地说：“叔啊，这里都是年轻
人干的活，要不，您到厨房那边去帮
帮忙吧。”

厨房就在另一个院子里。我进
去时，十来个妇女正忙着洗菜。这

时，我才发现，地灶早已盘好，劈柴
堆在灶前。令我惊讶的是，灶上的锅
太大了，像个大浴盆。

我刚点着火，不一会儿，就听有
人喊“大厨来了”。我抬头一看，只见
一个 30岁左右的年轻人，肩上扛着
一个小铁锨，直接走到灶台前，把小
铁锨往锅里一扔，脱掉上衣，利索地
刷起来锅和小铁锨来。原来，这个小
铁锨就是炒菜的铲子。

忙完了，大厨直起腰高喊一
声：“开炒！”一整桶油全倒进锅里。
随后，是一大袋作料。大厨翻动几
下后，冲着那几位妇女喊道：“上
料！”

壮观的场面出现了：先是冒尖
的一大盆五花肉进了油锅，然后是
豆腐、丸子、一大筐切好的白菜、半

盆子粉条。大厨脸紧绷着，手中的大
铁铲上下翻飞，香味很快弥漫了整
个院落。

开饭了，我学着别人的样子，盛
一碗菜，抓起两个馒头，找个背风
的地方，席地而坐，跟乡亲们一起
吃起来。边聊边吃，一转眼就吃光
了。一位乡亲又给我盛了一份菜，
拿来一个馒头，我也不推让，三下
五除二又全吃了。放下碗筷，我暗
暗吃惊：这可是我平时一整天的饭
量啊！

为什么平平常常的大锅菜让我
如此胃口大开？是因亲手参与了制
作？是浓烈而原始的家乡味道？还是
这朴素的乡音、乡情刺激了我的味
蕾？以至我回城后多日，还对这大锅
菜回味无穷。

大锅菜
冯毅

资料片资料片

母亲的遗产
杨琳

摘丝瓜
泊头市齐桥镇太

平庄村76岁的高广荣
老人，每年从春到秋，
都在院里交替种各种
蔬菜。瞧！瓜菜长得
好，大妈抿嘴笑。

毛长林 摄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沧州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