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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墙上的字
□许博诚

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如今的经济师，从喜欢写

稿，到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是党，成就了我的梦

想。

我家祖上都是穷苦人，终年食不果腹哪有舞文

弄墨的奢望，净是睁眼瞎。父母还是在解放后扫盲

时才认了几个大字。由此，父亲特别敬重文化人，

他期望我能成为家中有出息、有知识的人才。

我想，要不是共产党带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我只能像父辈一样当睁眼瞎；要不是党的改革开放

政策，以及尊重才识的社会背景，我也不会有自由

撰稿、出书、获奖的可喜变化。我就像众多受祖国

庇护的宠儿，拥有了从纺嫂到空嫂、泥瓦匠到艺术

家的幸运，也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变革。

我是一名普通工人，但喜爱文学的我，在退休

前就乐此不疲地为各地媒体撰稿，更乐意参加各类

征文比赛。无论是否刊稿和获奖，我都看作是一种

人生的经历和尝试，享受期待的愉悦。退休后，时

间更充裕了，我萌发了当作家的梦想。友人不断激

励我：“只要有坚定不移的理想，总有成功的一天。”

前几年，我参加网上首届“草根杯全国散文大

赛”，写了《奋蹄追梦》。文章叙述了自己退休后在

文学田园里的辛勤耕耘，经过不懈努力，获得了不

少成绩。征文虽只获得了“优秀奖”，但从此提升了

我的信心。

我积极参加全国各地的征文比赛，连续获得各

类奖项。除了征文，我还迎难而上，给《新民晚报》

投稿，多年不断的挫折练就了我的韧劲，终于从读

者熬到了作者，并于 2019年汇集 110篇刊文出版了

《我和飞燕有个约》。去年，我还被该报聘为“特约

作者”。2016年末，我又参加了上海电视大赛活动，

在银屏上过了把瘾，没想到还获了奖，金话筒奖得

主、著名主持人叶惠贤亲自给我颁奖呢。

我把喜讯告诉亲朋好友，让大家共同分享快

乐。如今，我趁兴把这些年的文章编撰了五本文集

发表到华语文学网，散文集《弹街路》被网站举荐为

“最有潜力的新书”，颇受网友点赞，获得不少点击

量。近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其中的散文集

《弹街路》《我和飞燕有个约》《弹街路第三卷》三本

纸质书，八十多万字足以见证我漫漫的写作历程，

我倍感党的恩情。

这些年来，我不忘初心，笔耕文田。功夫不负有

心人，2016年上海市作家协会批准了我的入会申请，

2018年我又获准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我的作家

梦终于实现了，我由衷地告诉周围的老年朋友们：

“夕阳无限好，晚霞更艳丽，成功永远青睐奋斗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家中的稻草

屋里呱呱坠地。3间稻草屋，上无片瓦，

下无一砖。空空的四壁全是黏土垒成

的。爷爷、奶奶睡的床是黏土垒的，大

灶是黏土垒的，盛五谷杂粮的囤子也是

黏土垒的。

爷爷、奶奶在这屋里生活了多少

年，我没有去考证，但父母在这里生活

也有30年左右了。独扇的木板门，木栅

小窗，又矮又窄，因而屋子显得格外低

矮、阴暗。尤其是下雨天，屋外大下，屋

内小下。雨水滴落在大盆小桶里的响

声不绝于耳。睡梦中的我们，时常被突

然而至的雨水惊醒，难以入睡，记忆里

只剩一片冰凉。

我 10岁那年，父母请村人、亲戚帮

忙，在村东头的稻场上脱下几千块土

坯，在村南盖起了 5间土坯瓦房。说是

土坯墙，其实下面约两米高还是黏土垒

的。值得骄傲的是，房子上的桁条全是

上好的木头。这是父亲从远在江西万

年县的大伯那里运回的，整整一卡车。

1992年，父母花了四五千元，在原

来的宅基地上翻盖了3间砖混结构的平

房和两间砖木结构的瓦房。不但花光

所有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外债。平房刚

建好头几年，可说是风雨无虞。可这种

平房的楼板缝最容易开裂，几年一过，

碰上大雨天，雨下得急，雨水来不及流

走，便顺着裂缝往下渗，又是滴沥不尽

的。

在这栋房子里，我娶妻生子，家中

添丁增口，日子清贫，却也温馨。只是

岳母在世时，来我家一趟，总要念叨一

回。辛辛苦苦养育了二十多年的闺女，

给了我这个没有什么能耐的人。看着

我家那因雨水洇湿而长出青苔的墙，岳

母的叹息比那青苔还要幽深。

为房子发愁了许多年。

时光飞逝，17年的光阴转眼即逝。

2009年，一夜春风光顾了我们那个荒凉

的小村，新农村建设一时成为热门话

题。住房向集镇集中，加快小城镇建设

的步伐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让我们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活生生地发生在了

自己身上。政府不但在公路沿线为我

们免费分配了盖房的宅基地，还按房屋

的新旧程度、面积大小给各家各户发放

了数目不等的动迁费。拿到动迁费，我

的眼睛湿润了，心里也瞬间轻松了。虽

然这不是个大数目，但也足以抵得上我

在外地打工好几年才能积攒下的。

加上自己和妻子那几年在外打工

所得，一幢两间三层的洋房在公路沿拔

地而起。每 4家连在一起，同样的设计

风格，同样的格式布局，同样的门面装

潢，这乡下难得一见的连体别墅，自然

成了我们当地的样板房，也成为村中一

道醒目的风景。

房子的主体加上简单的装修，一共

花了20万元左右，有200多平方米的空

间，一家三口住绰绰有余。乔迁新居

后，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不是党的惠

民政策好，如果不是国家对民生的关

注，想要拥有这套住房，不知要熬到猴

年马月呢。

一晃 10多年过去了，前年 8月，我

们花了 150多万元，又在打工的城市买

了房。原以为这辈子决不会在城里买

房的我们，终于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新

家。

从乡下的泥土房到砖瓦房、小洋

房，再到在城里买房，住房条件的不断

改善，是一个家庭从贫弱走向富裕的变

迁，也是一个国家脱贫攻坚向小康迈进

的见证。

我的曾祖父生前是一名老党员，成

年后参军在兰州参与西部建设，后来转

业去了广东韶关钢铁厂。1992年，他退

休了，和曾祖母回到原南汇定居。2年

后，我出生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

对我的影响很大。

他每天早上都要做 100个俯卧撑，

中午要拉一会二胡，平时喜欢种花，在

他诸多的爱好中，有一项属实另类——

他喜欢写字，写在墙上。

确切地说，是他喜欢在自家墙上写

人生格言。

他在灶间墙壁上写下了很多真挚

的人生感悟。他写《为人》：做人要务实，

办事要诚实，工作要踏实，思想作风要正

派，工作作风要正派，生活作风要正派。

他写“穷则思变，变富则修。人无名誉分

文不值。有钱要想无钱日，莫待无钱想

有钱。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说的是

对发妻、对爱情的态度和对财富的处理

原则，也是他对一生勤劳工作的体悟。

我记得在灶间墙壁上，还有一句

话：岂知今日结局满，唯一党的政策好。

他是一个固执的老人，他坚信这些

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也散发着最

纯粹的党性。当时，他看我用相机拍这

些字，显得有些兴奋。或许，他写下来

不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观念，也是想教育

子孙养成正确的三观。

受他的影响，我的爷爷曾经是一个

乡里人津津乐道的村支书，我的父亲勤

勤恳恳本本分分做个手艺人，我大学毕

业后做过语文教师，后来考了公务员，

成了警察。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

读懂了很多，学到了很多。

我始终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特殊

的东西，像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信念，

融为一种家风美德。那是老一辈党员

在国家起步建设中历经种种困难艰辛

而铸成的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对党的信

仰，对生活的认真以及面对困难时保持

坚强的秉性。

很遗憾，他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夏

天离开了我们。幸运的是，我的名字是

他起的，他曾得意洋洋地和我说：“‘博’

是希望你多读书，多学知识；‘诚’是希

望你为人诚实，待人诚恳。你的三个字

都是左右结构，对称稳定，希望你以后

也能踏实稳定。”

后来，老房子拆了翻建，那些字在

物理形式上消失了。婚后某天，妻子问

起我名字的由来，我一边讲着，一边打

开电脑重新找出高中时拍下的那些照

片，那些字又回来了。其实，那些字永

远不会消失。

我想，以后有了孩子，有个故事必须

和他讲讲。故事的名字就叫《墙上的字》。

住房的变迁
□王福友

是党成就了
我的梦想

□侯宝良

由《浦东时报》和唐镇人民政

府主办、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和唐

镇文化服务中心承办的“党的光

辉暖人心——‘唐镇杯’散文征

文”于10月底结束，共评出“优秀

作品奖”10篇，现公布如下（排名

不分先后）：

《党的光辉暖人心》（彭磊）、

《浦江轮渡》（陈佳欣）、《风扇吱哑

啜刨冰》（任炽越）、《跟着时光，追

着幸福》（龚勤）、《共克时艰爱意

浓》（景唐文）、《大白兔奶糖的前

世今生》（祝青）、《暖暖的剪影》

（梅森）、《自行车上的童年时光》

（沈继业）、《墙上的字》（许博诚）、

《住房的变迁》（王福友）。

获奖证书和奖金将于近期寄

出。

《浦东时报》编辑部

获奖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