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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 权威 贴近 新锐

我出生在农村，最熟悉的是乡村生
活。从我父亲往上数三代，都是在土里
刨食的农民。周围的亲戚好友，也没有
在大企业工作的。所以，我对大工业压
根没有一点概念。

某日，出版社来电，说要策划一部
反映大国工匠郑志明的非虚构作品。在
查阅关于他的信息时，我对这位生活在
柳州的大国工匠越发钦佩，他脖颈上到
底安着一个怎样的脑袋，又长了一双怎
样的手啊？

写作事宜敲定后，我和郑志明正式
见了面，他带我走进位于柳州市河西高
新技术开发区——郑志明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上到二楼的办公室，窗外是
一个面积 2000多平方米的大车间，可以
俯瞰一排排大型机械装备和教学所用的
工装教具。头顶上悬挂着蓝底白字的标
语“What did you improve yesterday？昨
天你改进了什么？”。第一次来，我就被
这种巨型联动压机的启动和运行所感
动。那种和谐的动感，几万吨的力量，
在起伏的节奏中，犹如管风琴奏出气势
磅礴的乐曲，充满了艺术感。

车间飘洒着淡淡的机油味。办公室
窗明几净，书香氤氲，绿植婆娑，与郑
志明悠悠笃笃地描摹工艺装备改造、设
计的语调很搭。那些困扰多日的参数，
突然迎刃而解的细节，鲜活且有回味，
都融入了一杯杯浓茶里。关于如何“技
改”“智造”，是我们茶叙的核心话题。
郑志明认为，是师傅当年教他精湛的钳
工技艺，打下的坚实基础，而他在前
人的技法上，不断深耕，研发制造了
一大批自动化、智能化的工艺装备，
既提高了产能，又保障了汽车零部件
质量精良。由此触类旁通，延展到其
他领域的自动化工艺装备，其意义早已
超出“钳工”这一技术层面。在我看
来，这是他对中国制造工艺装备界的一
大贡献。

在郑志明的讲述里，我仿佛看到时
光深处有一只巨型的机械臂，推动着我
国工业制造这台庞大的机器，往前走、
往高处走，再往前走，再往更高处走。
作为一名写作者，如果不去把它其中的
奥妙描绘，让读者知晓身边的“大国智
造”包含哪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遗
憾。我开始与时间赛跑了。一面忙手头
的工作，一面见缝插针到车间采访。对
于五菱汽车，我并不陌生。刚学开车
时，我就是用五菱汽车进行练习，没想
到现在竟然有机会描述一群制造五菱的
汽车人。

我一方面研究五菱汽车制造的历史
渊源和技术力量，一方面了解汽车制造
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和人事关系。郑志明
及汽车城里的产业工人群像，在我的脑
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造五菱‘神车’，做优秀之人”，
是他们的从业理念。他们不仅在造车，
也在磨炼意志和情操。他们每天跟冰冷
的钢铁和机械打交道，每个人本身就有
一副硬朗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不管
在五菱工作了多少年，不管研发了多少
套工艺装备、造了多少台车，当每条研
发的自动化生产线投产、每台新款车成
功下线，那种激动、紧张的时刻，都会
让他们热泪盈眶。他们用智慧和汗水，
创造了现代大工业的壮美！

在写作推进中，当我看到高速公路
和街道上奔跑的、悬挂着醒目的五菱徽
标的新能源车、救护车、消防车、校
车，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当我一次
次走进热气腾腾的厂房车间，看着一条
条正在运行的生产线；当我说明来意，
为写这样一部作品对他们进行采访，请
求支持时，这些高级工程师、特级技
师，还有退休的工人师傅们纷纷表示尽
己所能给予帮助，他们对这部作品寄予
厚望，让我不敢有半点怠慢。

连续几个月，我的脑海时常出现车
间、工厂的画面。做梦都梦到自己置身
于生产线旁，看着飞速运转的机械，一
个个零部件从这个工作点流向另一个工
作点。但，我应该从哪儿说起，又应该
怎样才能让我这个和工业、和机械制造
从未有过关系的人对一路走来的工业进
行书写和分析，又怎样在困难中前进
呢？光有热情和感动，光愿意去了解和
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正是我对工
业的陌生，才对工厂里的生产和生活感
到格外的新鲜和好奇。作品不是全部写
过去的故事，更多是记录当下。“现在”
才是我关注的中心。现实生活太丰富
了，为获取更多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素
材，我利用周末一次次走进柳州千亿元
产业园，来到郑志明工作室。

郑志明是个健谈的人。谈起他在五
菱从修设备、改设备，再到制造设备，
如数家珍。他喜欢六堡茶，用一把精致
的钢钎轻轻撬开一层，使之松动，醒
茶，去除杂味，再泡上，端到我面前
的是一杯金黄的茶汤。显然是极好的
茶。室内精致的陈设，手里纤巧的茶
盅 。 看 着 他 慢 条 斯 理 地 做 着 这 些 活
儿，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主导研制出
一条庞杂的生产线，工作时那种“千军

万马”的气势。
我们一边喝茶，一起反复看他研

制的智能化生产线视频。他为我耐心
讲解某些我不理解的细节。在讲到他
对某条生产线的技术改造时，他一边
讲 ， 一 边 很 有 气 势 地 举 手 在 空 中 比
划，仿佛把偌大的生产线从自己怀里
掏出来。见我还在眨着眼睛，像是听
不懂似的，他便拿过纸笔，把原理和
步骤画给我看。这样的场景，现在想
来，很是温馨。

他像锉削一个精度较高的工装构
件，又像在研制一条复杂庞大的生产线
一样，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汽车制造工
艺装备方面的知识。我记下他反复提及
的名词和名字，顺藤摸瓜，一路探究。
我发现产业工人本身就是一座文学富
矿。这些工人老大哥们热情、质朴、谦
和、真诚、率真的秉性，让我找到了一
个遥远时空文学选本中的“核”。他们弥
补了我对工业领域的空白地带，又如此
贴切我后来的感受，并形成对另一个时
空的呼应。他们，和千千万万的产业工
人一起，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国产化
进程。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
为我对工业制造现代化最方便的观测
点。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
我对波澜壮阔的工业进程中最真切的感
知。

汽车工业发展历程，散发着火热时
代的魅力。如今，中国在高铁、核电、
火电、水电、特高压输变电、风电、冶
金、机床、造船、汽车、新能源等重大
装备研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制造
的拳头产品，具备了与国际装备巨头同
台竞技的能力。在国产化的进程中，离
不开十几亿中国人的励精图治。国家一
步步走向强大，每个普通人也通过打拼
奋斗实现了人生价值——如此精彩纷呈
的故事，难道不震撼人心吗？在工业发
展的这条滔滔江河中，我只不过是撷取
了一两朵浪花进行书写。

这部书稿已写成，但郑志明和五菱
汽车工业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郑志明的故事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在地处西南的柳州，非北上
广，非省城，有这样一批企业家和工
人，从无到有，倔强地奋斗着。他们业
精于勤，遭遇重重磨难，依然没有放
弃，创业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
口号依然激荡人心。或许，这就是中国
制造业的中流砥柱。行文至此，我猛然
发觉，郑志明们又何止是这个时代大潮
中的一两朵浪花呢？

大学时期的一个暑假，我和欧庆文
一起回他的老家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睦镇
沙巩村。

乘班车从融水县城出发，车程 1小
时，本以为下车就到了，谁知还要下到
码头坐船过河。宽阔碧绿的江水缓缓流
动，夕阳下，河对面的沙巩村披上了一
袭淡黄色的袍子，许多人家的屋顶上炊
烟袅袅升起。

沿 着 青 石 板 铺 成 的 台 阶 拾 级 而
上，迎面走来的村民都和欧庆文热情
地打着招呼，还一个劲地邀请他带着
我上家里吃晚饭。穿梭在狭窄的村道
里，大多数狗见到我们只是好奇地望
上几眼便转身走了，偶尔有些狗朝我
们吠起来，欧庆文便大声呵斥，那狗
便唯唯诺诺地退去一旁。

“那些乱叫的狗是我出去读书以后
才出生的，不认识我。”他满不在乎地解
释道，“在自己村里，狗哪能欺负本村人
呢。”

欧庆文在自家后院的枇杷树下杀了
一只鸡，他妈妈又到菜园里摘了不少新
鲜蔬菜。吃了一顿不算丰盛但饱含盛情
的晚饭之后，欧庆文提议到楼顶去吹吹
晚风。

他家是自建的两层楼，楼顶当作晒
谷台。扛着一床竹席，我俩“噔噔噔”
就上了楼顶。

躺在竹席上，屋顶仍有白天太阳留
下的余热，幸好从江边吹来的风带来了
一阵阵凉意。

村里的夜很安静，听不到城里车流
的喇叭声，也没有卖场里大功率喇叭的
轰炸，那些不知名的琐碎声音在这里通
通消失了。远远地，偶尔风会告诉你河
边挖沙的机械船在作业。村里不知哪户
人家今晚喝得兴起，隐约可听到划拳
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和交谈声从村
道上传来，又缓缓地随风而去。偶尔出
现几声狗叫，伴着主人的呵斥，刹那间
便安静下来。

兴 许 是 舟 车 劳 顿 ， 我 竟 有 些 乏
了，闭上眼睛放空身心打着盹。竟然
意外听到了夜间的动物和昆虫们的演
奏会。蝉的声音细长、蟋蟀的鸣唱清
脆，青蛙和蟾蜍不按节奏，随心所欲
地 “ 呱 呱 ” 几 声 ， 偶 尔 还 有 夜 鸟 飞
过，用翅膀和着这段旋律。

“你看，星星。”欧庆文平静地说
道。

我睁开眼，看到他躺在竹席上，用
手枕着头，看着夜空。我也把头转向夜
空，一个个白点从模糊慢慢地开始清晰
起来，是星星，久违的星星啊！

我激动地坐起来，仰着头四处张
望。星星不说话，只沉默地看着我，我
猜，它们在朝我微笑。没有光污染，漫
天的黑幕下，一颗颗星星就像一颗颗钻
石一样闪闪发光。在头顶上方，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星星的光芒，天空是深邃的
蓝色，直到远远的山边才呈现墨一般的
黑，藏着无数属于大山亘古不变的财富。

我知道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很遥远，
我也知道我看到的可能是几万甚至几十
万年前它们的模样，我更知道它们是有
着小脾气的一群精灵，喜欢在充满着山
野气息的地方露面。

它们在这里，不需要戴着面具，
相互之间以诚相待；它们靠得很近，
好像每晚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它们洁
白 无 瑕 ， 从 来 不 曾 沾 染 尘 埃 。 年 老
的，不倚老卖老；年轻的，不气盛轻
狂；年幼的，不幼稚蛮横。否则，在
如此拥挤的天幕上，它们怎么能如此
和谐地共存了无数年呢？

在这片天幕下，是谁第一个抬起头
与它们对望的呢？我不禁伸出手，想要
触碰一下它们的脸庞。

“怎么都碰不到，星星离我们很远
啊。”欧庆文微笑着看着我的举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此刻，
我比你离星星更近。”我踮起脚尖，笑着
说道。

“你要是到了山顶，就更近了。”欧
庆文翻了个身，不一会就隐隐传来了打
鼾声，兴许坐了一天车，累了。

夜色如水，远处江面上挖沙船的灯
光透过树林，若隐若现，村落里的人家
逐渐熄灭了灯光，只有星星听见我逐渐
放缓的呼吸，最调皮的那几颗，悄悄地
进入了我的梦乡，照亮我前行的脚步。

白驹过隙，毕业后工作已 10年。我
在一个巨大的斜坡上不断地往上爬，有
时候真想停下来喘口气，可看着眼前继
续往前走的背影，我咬咬牙，弯着腰，
踏着星光迈开脚步。爬了10年之后，我
爬到了位于 27楼的高度，他们告诉我，
那是我的家。

我站在窗户旁朝天上望去，相比于
10 年前那个屋顶，这里肯定离星星更
近，也看得更清楚。

那一刻，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
一夜的星光，很亮，很暖，很温馨。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韦苏玲
报道摄影）“琴曲《离骚》相传为晚
唐陈康士根据屈原同名抒情长诗

《离骚》 而作，曲谱最早见于明代
《神奇秘谱》，具有古朴苍劲、深沉
含蓄的风格。”16 日晚，“琴音化
境 子厚遗风”广西古琴协会柳州音
乐会在柳州文庙举行，会聚了南
宁、柳州、河池、玉林等地古琴名

家赴会参演，为古琴爱好者献上一
场雅乐盛会。

古琴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
传统乐器，位列“琴棋书画”四艺
之首，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
2003年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当晚的演绎，既有古琴独奏

《忆故人》《流觞》《文王操》《龙朔
操》等风格各异、意境深远的经典

曲目，还有古琴合奏《梅花三弄》，
以及传统文化书法、茶道、香道的
展示。

今夜古琴响，一曲酬知音。千
年古琴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此碰撞，
古琴文化传播者用喜闻乐见的方式
传承和推广古琴文化，不断丰富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韦
苏玲） 近日，我市作家卢涛新
著 《一匹被扯开了线头的布》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
了作者近 5 年发表过的小说。
作品集收入 30 个故事，讲述
30段人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丰满、立体的人物。

《一 匹 被 扯 开 了 线 头 的
布》 分为小调、短行、中曲、
后记四部分。书名选自“中
曲”部分的小说《一匹被扯开
了线头的布》，其中既有骑楼
街的“过去”，又有以作者母
亲为原型讲述的几位青年的
知青岁月。“时代是由每一个
个体的命运组成的，我身处
的土地上有很多平凡而普通
的人。”小说集将他们置于大
时代的背景，以文学的表达技
巧叙述小人物的情感、生死、
挣扎，以及人性的复杂多变。

“在风格和腔调的这一
坡面，这部笔触幽微的作品
集是宁静的小夜曲，一部微
缩的柳州世情志、精妙的现
代民间故事集。”作家、评论
家李昌鹏表示，小说集 《一
匹被扯开了线头的布》 将世
间人情涵纳在对人、事物、
道理的存在层面的展示，借
由读者介入，每一篇作品具有
抽丝剥茧的解构魅力，因而它
们更像一个个释放爱与活力的
独特生命体——奔腾的精神
力量、微妙的潜在愿望的喧
嚣载体。

卢涛，教育硕士，正高级教师，广西语文特
级教师，广西八桂教育家摇篮工程培养对象；出
版有个人随笔集 《麦田的孩子》，是 《小小说月
刊》 全国首批签约作家，在 《广西文学》《红
豆》《求学》 等文学刊物上发表有小说、诗歌、
散文。

□温良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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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止浪花一朵
——《决胜毫厘》创作谈

□廖献红

作者简介：廖献红，
女 ， 壮 族 ， 广 西 鹿 寨 县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任鹿寨县文联主席，柳
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
作品发表在 《民族文学》

《山花》《黄河文学》《青年
作 家》 等 ， 部 分 作 品 被

《散 文 海 外 版》《散 文 选
刊》 转载。长篇纪实文学

《信仰与决裂》获广西作家
协会“喜迎二十大 书写
新时代”主题重点文学作
品扶持。

《决胜毫厘——
大国工匠郑志明》
由广西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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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琴协会柳州音乐会在柳州文庙举行

琴音化境 子厚遗风

古琴合奏古琴合奏《《梅花三弄梅花三弄》。》。

散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