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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委员委员 笔记笔记 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
今年 3 月 5 日，李克强

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
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再一次
提到“全民阅读”，这令委员
们都很兴奋。尤其是和我同
界别、同小组的全国政协委
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室
主任顾犇，他在国家图书馆
工作 30 多年，不仅天天与

“书”打交道，更是离不开
“阅读”。

当天的会议结束，我便找
他聊了起来。他说，政府工作
报告连续第九年提到“全民阅
读”，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情。作为一名图书馆从业人
员，这更是一份福音，同时也
是一种压力和责任。

顾犇本人是非常喜爱
读书和写字的，疫情之前也
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他常
常感到，在发达国家，经常
能在街头、地铁、公交车、飞
机上看到阅读图书的人，这
在国内并不多见。其实，我
们也常常有这种印象和感
觉，我们时常看到人们刷手
机，用手机阅读。手机阅读
与纸本阅读是有差别的，一
方面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
发展，人民群众对阅读是有
需求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实
体阅读和数字阅读的区别，
也是深层次阅读和浅层次
阅读的差别。

随着这一话题的展开，
顾犇深入谈到了他的思考。
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对数字信息需
求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对
传统文献和科学技术知识
深层次阅读的宣传和鼓励。
只有通过深层次的阅读，才
能形成有体系的知识结构，
提高国民整体文化水准和
综合素质，推动科技创新。

从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角度，顾犇还说，图书馆不仅要重视基础
设施建设，更不能忽视图书馆馆藏建设。图书馆藏书是人们往
往容易忽略的一项内容，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过程中，保持图书
馆藏书建设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就显得尤其重要。

随着话题进一步深入，顾犇也提到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为
响应号召，重点打造的全民阅读品牌。比如，2021年“4·23世
界读书日”期间，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各地图书馆开展“回望·
传承·创新”主题系列活动，积极培育读者良好的阅读习惯，引
导读者参与深度阅读，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还在“4·23世界
读书日”期间，举办了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评选出获奖图
书20种，推荐图书49种。又如，国图公开课制作发布“父辈的
旗帜”等系列课程89期，《汉字与中华文化》课程在人民网上
线，举办“千年回望王安石”《百部经典》阅读推广特别活动等。
还有，国家图书馆倾力打造的“M地铁·图书馆”项目在北京地
铁4号线、14号线、16号线沿线以及北大东门站和平安里站
专属展览空间推出“阅读·榜样的力量”“中华经典——群星闪
耀”等主题活动，“文津经典诵读”举办“读经典诗词 品书香
生活”系列诗词文化活动，将优秀诗词文化推送到公众身边。
国家图书馆的品牌栏目“国图讲坛”“文津读书沙龙”等活动，
平均每年举办线上线下活动36场，使阅读的影响力及服务的
读者范围都不断扩大。

聊到最后，兴致亦然。顾犇说，不光国家图书馆，社会各界
都在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这种力量和精神
让人感动。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们更有责任把全民阅读深入
推广下去，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简单的话语，铁肩担道义的责任
感也令人起敬。我心里默默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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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也
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重要会议，是
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民革
界别的委员，“祖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
一，也是两会记者们关注的话题。坚持“九
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盼望海峡两岸和
平统一，一直是我们的宗旨。

今年的两会是十三届政协最后一次会议
了。会议期间，会务安排专业摄影师为每一
位委员在各自驻地拍摄照片以作纪念。3月
7 日中午，在小组集体上车出发前的一刻
钟，我到驻地酒店二楼临设的照相工作空间
时，恰遇冯巩，他和我一样，也来照相。我
与冯巩同在民革界别第4组，两会期间的小
组讨论会，本组是由李惠东、高小玫和冯巩
三位民革中央副主席轮流主持。当日上午的
小组讨论会，是此次两会的最后一次讨论
会，也恰好是冯巩主持。我们组的发言一直
都很热烈，往往抢不到话筒，好不容易在最
后时刻我抢到了一次发言的机会，表达了自
己的想法和心情。

当我们中午再次遇到，他第一句话就夸
我上午的发言不错。我们热烈地握手，还一
直谈论着，这一画面也被摄影师捕捉到了镜
头里。

冯巩的曾祖父是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总统
冯国璋，生有五儿一女。冯国璋从自己开始
按照“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的辈分排
序，其子女均以“家”字辈向下传，后辈们
多远离政治，从事工商及实业或文化。成就
最为瞩目的当为三子冯家遇及其后代，冯家
遇的三子冯海岗也是实业家，冯海岗的三子
冯巩如今是享誉全国的著名相声小品艺术
家，时常活跃在央视春晚等舞台，并赢得满
堂喝彩。

在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
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
革、台盟、台联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
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总书记，亲
切感扑面而来，他见到冯巩像老朋友般地
握手拉家常。

2019年，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上，民革、台盟、台联三个界别召开了以

“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题的联组会。在这
次联组会议上，共有 10位委员作了发言，
其中冯巩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谈到海
峡两岸的骨肉之情时，讲了一个他年轻时所
经历的小故事。当时他所在的曲艺团同寝室
演员大哥的老母亲从老家农村来探望儿子，
冯巩就提议给老人家包饺子。同寝室演员大
哥便说“咱手艺不行，让老娘给咱包”，同
时，他还讲了一个他的亲哥哥是台湾老兵，
一直想吃他母亲包的饺子，50年后才如愿
的故事。冯巩深受感动，写了一首歌词。发
言的现场，还进行了朗读，感染了在场的所
有委员。受其感触，我向冯巩要了歌词，全

部记了下来。
后来，我把歌词改编为朗诵词，并在前

面编写了一段序言。我业余爱好朗诵，疫情
之前，山东与台湾进行交流的机会很多，在
海峡两岸朋友相聚的时候会经常即兴朗诵，
不仅活跃了气氛也加强了彼此的沟通。诗歌
确实能温润人心，给人无形的力量。

改编后的朗诵词是这样的：

一个老兵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中国大地激荡着一场
令世界瞩目的暴风暴雨。至1949年10月1

日 ， 随 着 一 声 声 的 礼
炮，而晴空万里，在天
空中飘起了五星红旗。
这时候的年轻人呐，有
的在红旗下舞动青春，
有的被残云携裹着来到
了海峡的另一隅。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
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如
今已白发苍苍，没有了
当 年 年 轻 时 的 热 血 沸
腾，没有了当时的理想
幻想。回归到只有一个
简单的念头，那就是回
家。但海峡茫茫，他们
甚至吃上一顿妈妈包的
饺子都成了奢望。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叫做“台湾老兵”。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

台湾老兵的故事……

小时候总是盼着过年
因为除夕夜能吃上妈妈包的饺子
火红的灶膛映着妈妈慈祥的模样
饺子里包进了家的味道
也包进了妈妈的爱意深长

从那年离家来到海的这一方
一见到饺子我就把妈妈想
却再也找不到家的味道
每逢春节就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两行
茫茫大海就像那无尽的乡愁
我就是那饺子飘在了水的中央

哦……
弯弯的饺子 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就像小船儿在飘荡
我多想用千万双筷子做成一双桨
划破百年风雨千重浪
跨过海峡回故乡

这世上有百种美食千种味
都比不上妈妈的饺子香
哦……
弯弯的饺子 弯弯的月亮

今天又是除夕夜
妈妈不在我身旁
儿时的味道怎能忘
明月啊，何时带我回故乡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画院院长）

想起了妈妈的那碗饺子
孔维克

你，是三月的风
清新、柔情、静谧
带给祖国盎然的气息

你，是春天的阳光
温暖、旖旎、迷人
唤得人间一片和煦

每天，你和朝阳一起出发
奔向党的初心
奔向肩上的使命
责任和担当！

你的脚步坚定、稳健、铿锵、有力！
你，巾帼不让须眉
和男同胞一起肩并肩
勇敢地扛起祖国的庄严
人民的福乐安康！

你，虽没有铁一般的肩膀
却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
把家国都装在胸怀
你既是贤妻良母
又是军中“木兰”！

你，虽没有大海的波涛
江河的汹涌！
但你绝对是那洁白的浪花一朵朵
以你的风采
为浩瀚的大海、澎湃的江河
深情地歌唱……

写给三月的你（节选）

银 琳

老听人嗟叹时运不济，是贵人难遇。总是
眼巴巴期盼贵人现身。我的感受却是：贵人不
难遇！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仙桃市通海口镇共
和村，一个极小极普通也很贫穷的村子，一
两千人口。从小学到中学，我受教过三位邓
老师，分别是邓有信、邓有其和邓有才（邓毓
才）三位同辈老人。他们既是我的恩师，也是
我的贵人。

照亲戚关系，我该叫他们“家爹”（即外
公）。母亲姓邓，德字辈，比他们矮一辈。但母
亲的娘家不在我们共和大队，在通州河斜对
岸的柳李六队，单门独户。尽管不是很亲的亲
戚，但都姓邓，又同一个辈序，自然也有些亲
近感。

共和大队由几个自然村合建，所以没有
绝对的大姓。邓姓也不是，但邓家地位还是很
显赫的。我记忆中，除了梁治龙书记，后面的
几任书记都姓邓。这个显赫，也含有三位邓老
师的功劳与奉献。

邓有信老师是大队最早的民办老师，上
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生的共和大队男人，
没几个不是他的学生。当然，也不乏女学生。
真正的桃李满天下。邓毓才老师原是部队的
文化教员，上世纪50年代打成右派，全家遣
返原籍，平反后在通海口中学当语文和历史
老师。邓有其老师是抗美援朝老兵，也有一
段光荣历史。所以在共和大队，三位老师都
德高望重。

在我人生的起步阶段，他们都给予了无
私帮助，是名副其实的贵人。

1970年我上小学时，邓有信和邓有其老
师都在共和学校任教。为示区分，分别称“大
邓老师”和“小邓老师”。

大邓老师是五队的，我是六队，两队隔得
不远，又因其公子夏先进与我大哥功龙不仅
是同学，还是好友，所以算是熟悉。总体感觉，
老先生没脾气，不管对大人，还是对学生，都
慢声细语说话，走路也慢腾腾的，一副温文尔
雅的样子。在我印象中，老先生没发过火。

小学一年级，大邓老师教我们语文。那时
的语文课很简单，大哥的课本我都读过，甚至
能倒背如流，所以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都不
在话下。那个时候的我，正是调皮的时候。刚
上学没几天，就名扬全校了。

那天，几个人高马大的高年级学生，取笑
我的名字，说“余功凤”是个女伢，我当即跟人
打了一架。这一架，当然以我的落败收场。放
学时，梁治畬校长还把我单独留下，要进行批
评教育。我觉得委屈，背起书包要出门。梁校
长堵在教室门口，我拼命地扒，希望把门扒
开。随后，梁校长想拉住我，我却满教室跑，以
至于把所有课桌都掀翻了。或许从未碰到如
此顽劣的学生，梁校长恼怒之下，打了我一巴
掌，鼻子出了血，我顿时急了，抓住他的手，也
咬得他出血。

教室外面围满了老师和学生，透过挂在
窗户上的破烂塑料纸往里瞅，议论纷纭。眼看
着批评教育进行不下去了，梁校长只得放我
离开。我把挂在胸前的书包往身后一甩，揩了
把鼻子的血，然后端起自己的板凳（那时是自
己带板凳上学的），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
室。我发誓：再不来上学了！

此后三天，就真的没去。第四天晚上，已
经吃过夜饭了，鬓发斑斑的大邓老师突然家
访。父母当然是一百个赔不是，说尽了好话。
大邓老师没批评我，轻言细语地讲了一通道

理，要我理解梁校长的苦心。不说别的，就冲
半百老人摸黑走了这段路，我也没理由当作
没发生。于是，第二天端了板凳，乖乖去学校。

不过，我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余功
才”。这个名字，一直用到考上大学。

大邓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次
家访，而是我在大队当民办老师的时候。

1979年参加高考，过了中专起分线，却
落榜了，便彻底死心，准备当一辈子民办老
师。但通海口中学的邓毓才老师不死心，三番
五次找到学校，要我去复读。鉴于当时家庭条
件，我没去，但答应边教书边复习。然而，在职
备考，谈何容易！当然，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
的是缺乏照明条件。白天被课占满了，复习便
只能在晚上。但那时没电灯，煤油是定量供
应，周一和周四，才能端着煤油灯去大邓老师
那里添煤油，却也只够备课和批改作业的。

60多岁的大邓老师教不动课了，改做行
政后勤。

既然答应了毓才老师，我也不能敷衍，但
煤油的确不够用。所以有月光的晚上，我便在
户外复习。这天是周三，月光不是很好，有些
昏暗，我也一如既往。这时大邓老师缓步来到
我身边，叫我去添煤油。我疑惑地问，周三也
能添吗？他说别人不行，你例外，因为你是求
上进。我喜出望外，便随他去添煤油。

大邓老师的关照，一直持续到1980年5
月我去通海口中学复读，从未间断。可以说，
我能有幸通过高考，大邓老师功不可没！

二年级，小邓老师教我们语文，其实也是
班主任。只是那时候，没班主任这个说法。跟
大邓老师的温柔性格不同，小邓老师脾气比
较暴躁，或许跟他军人出身有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惩罚严厉。二年级开
始学写毛笔字，照着影本描。小邓老师要求每
天描一张。描得好不怎么表扬，也很少在作业
本上画红圈（表示描得好），大多只签个日子，
表示看过了。但描得不好，甚至乱七八糟瞎
描，则伸出手板挨戒尺。

惩罚最严厉的是打鼓泅（下水游泳），逮
一次打一次。是拿竹扫帚条子抽的打，抽得腿
上身上一条条红梗，像蚯蚓在爬。

打鼓泅是我们的最爱。水乡的孩子，有几
个不会打鼓泅的？但却是小邓老师的最恨。

从学校回家，要经过长长的三超沟（一条
排灌渠），再沿通州河堤走一段，然后才进到
六队（下王家台）的村子。六队的房子，是沿通
州河一字排成的长条，背后就是在我们眼里
宽阔无边的通州河。就是说，想打鼓泅，太方
便了，随时随地都能下水。我们也常常是这么
做的。

放学或者上学的当口，小邓老师有时会
沿着三超沟漫步，其实是抓打鼓泅的人。因为
他背在身后的手里，就握着竹扫帚条子。但也
并非天天去转。不过，要是让他抓到一回，那
顿皮肉苦是万万免不了的。照他的话说，躲得

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除非你下学（辍学）。所以
还不如乖乖给他抽几条子，先消气。

他的“暴行”，虽然学生痛恨，却深得家长
欢迎。长大了回想起来，他其实是为我们好，
是对家长负责。不说通州河，就是三超沟，也
是凶险得很，水深流急。淹死了怎么办？而他
之所以使用“暴力”，也是缘于我们的顽劣，缘
于我们的屡教不改。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悚惧小邓老师的竹扫帚条子，我们
只能把打鼓泅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走在
堤上，甚至都不敢瞟一眼三超沟，生怕一个没
忍住，跳进沟里去了。

小邓老师一回都没打过我。话又说回来，
经常挨打的，也就那几个不长记性的人。

认识邓毓才老师，进而深度接触，是在镇
上的牛棚上补习班。邓毓才老师教我们历史。

毓才老师知识渊博，语文、历史、政治都
讲得很好。人也很和蔼，性格阳刚，高门大嗓，
充满了男人的磁性。他的课往往娓娓而谈，听
半天不觉得累。

毓才老师给我的最大帮助，是树立了自
信，并取得高考成功。可以说，是毓才老师，改
变了我的人生。

答应毓才老师边教书边复习后，邓老师
便建议我理科改文科。我也听从老人家的建
议，改复习文科。既然做了决定，也为邓老师
的诚心感动，我买了全套复习资料，在紧张
的教学之余，全力以赴备考。这也就有了大
邓老师“开小灶”供给煤油，以及同事们宽容
的故事。

此后，毓才老师常常往共和学校跑，送来
通海口中学的复习资料，以及模拟考试卷。我
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毕竟邓老师这么大年纪
了，何况摔了一跤腿不好，便说我每周去学校
取。这个提议，当即被邓老师否决，他说如果
你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邓老师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除了更加努力
备考，还能做什么？

皇天不负有心人。1980年5月预考，我真

的入了围，成为通海口为数不多的获得高考资
格的社会青年之一。

为我高兴之余，邓老师坚决要我脱产补习，
并说已经说服学校，免收复读费（乡友蒋云林先
生近日告诉我，其实并未免收。是怕我交不起学
费而耽误前程，邓老师代交了20元，直到去世
也没告诉我实情）。经过近两个月不舍昼夜的拼
搏，我如愿以偿地跨过了高考录取起分线。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邓老师冒着酷
暑，从通海口步行四五里，满头大汗又兴高采烈
地送到正在队禾场打谷的我手上的。

以上，只是三位邓老师关心我帮助我的沧
海一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或许有人说，你这家伙真是幸运，小学到中
学短短十年间，就遇到了三位贵人！其实细数，
仅那十年间，我哪里只遇到了三位贵人呢？真要
讲起这个，也不怕人骂我吹牛：我所遇到的，都
是贵人——

譬如梁治畬校长，一直很关照，并未因我
把他手咬出血了，而对我怎么样。还有共和学
校的同事，我占了他们的煤油指标，却一直宽
容对待。

譬如通海口中学的刘吉汉老师，高一时一
道题一道题地耐心讲解，才让我摸到些门道，进
而对数学产生兴趣。

譬如小河中学的李和风老师、通海口中学
的陶孝烈老师，表面严厉得很，语文课却教得特
别仔细，引导我们夯实根基，并让我爱上写作，
一辈子从事文字工作。

譬如雷培坤老师，我很想学他那个柔柔的
圆圆的钢笔字体，他爽快地连教案都借给我照
着练……

说起来叫人不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还
没哪位老师对我不好过。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
帮扶着我一步步前进，一点点成长。贵人们的帮
扶，我无以为报，但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
将他们的精神传承。

回望一步步走来的人生脚印，我们和遇到
的所有人，都有一种缘分在冥冥中牵连。从父母
起，一位一位，都是老师，都是贵人，都在我们的
成长中或多或少地发挥了某些作用，至少是充
实了我们的人生阅历。包括不怀好意甚至恶意
的，也教我们认识了人性的另外一面，见识了另
类的人。这于我们的成长，也是一种帮助。

人生旅途，何其短暂。与其盲人摸象般在芸
芸众生里寻找贵人，或者心存幻想等待贵人降
临，莫若塌下心来以诚心待人，同时把身边的人
都当贵人。诚如是，则我们的人生路，必定越走
越宽敞。
（作者系深圳市政协常委，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贵人不难遇
余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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