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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小巷人家》，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我被剧中幼年时期林栋哲那稚嫩而逗趣的一幕

深深吸引——他委屈地向家人告状：“张伯伯嫌

我屁股大，占了他家一个板凳。”就这样开始了追

剧的日子。

《小巷人家》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背景，细腻

地勾勒出了庄家、林家和吴家这三个家庭的悲欢

离合。在那个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改革开放等重

大历史节点下，这片方寸之地承载着几个家庭、两

三代人的欢笑与泪水，也见证着时代的风云变幻。

庄超英，这位在那个高考停摆的特殊时期，

凭借敏锐洞察力深知知识重要性的父亲，倾尽心

力引导儿女勤勉向学，最终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他的形象复杂而真实，既有对子女的深沉父爱，

又有着愚孝与自私的一面。这种真实感，让这个

人物更加立体饱满，更加贴近生活。

黄玲，这位温柔贤惠的纺织厂女工，她经历

了生活的种种磨难与考验。事事隐忍的她，有过

太多纠结与痛苦，但最终成长为一位能够守护自

己和儿女的坚强母亲。她的抉择，是对未来的勇

敢担当，更是对“宁愿现在怨我，也不愿将来后

悔”的坚定信念，她的蜕变之路让人动容。

剧中女性人物的刻画尤为细腻且成功。无论

是直爽泼辣、热爱生活的宋莹，还是勇敢坚韧、温

柔而有力量的庄筱婷，或是初时不太讨喜，甚至有

些“心机”的宋佳，她们都经历了从默默牺

牲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转变。“懂得是一种美

德，但不懂得为自己争取，就是一种枷锁。”

她们敢于挑战压抑的环境，敢于争取属于

自己的权益，她们一步步成长，无不诠释着

女性的力量与智慧，让人敬佩。

“岁月悠悠，小巷深幽，那里藏着生活最

本真的模样，也盛着邻里间最质朴的情谊。”

《小巷人家》所展现的，远不止于文字所描述

的情节，它更像是一部生活的百科全书。如

今，我已为人母，面对着教育孩子、处理家庭

关系等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小巷人家》

中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物，让我找到了许多共

鸣与启示。我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

传授，更是品格的塑造与情感的陪伴；要用爱

去滋养孩子的心灵，用耐心去引导他们成长，

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勇敢、自信地面对

生活的挑战；要珍惜与家人之间的每一刻相处，

要用理解与包容去化解矛盾与分歧，让家庭成为

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

“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

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只要我们用心去

感受、去珍惜，就能发现那些被岁月磨砺得愈发

璀璨的美好。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观看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犹如经

历一场心灵的洗礼，更是对教育理念的

一次升华。其独特的艺术视角，深刻展

现了女性力量以及性别平等这一重要主

题，令人深受触动。

剧中主角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这

位“时代楷模”恰似冰天雪地里傲然绽放

的红梅花，她坚韧不拔、充满智慧且不失

幽默。她所创立的华坪女高，绝非仅仅

是一所普通学校，而是一个满溢爱与希

望的所在。她为无数大山里的女孩点亮

了梦想的明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

能够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有权选

择自己渴望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

性，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张桂梅

老师的话语充满温暖与力量。

张桂梅老师在大山深处创办女子高

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教育的真正价

值，感染了大山深处的女孩们，唤醒了她

们被禁锢的灵魂，让每一个女孩都能拥

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与可能。而那些如烂

漫山花般的女孩们，尽管各自肩负着家

庭的重担，却依然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无

尽向往。不论是张桂梅老师，还是这些

接受教育的女孩们，都生动地诠释了“女

性力量”，告诉我们：无论环境何等艰难，

女性皆有能力改变自身命运，绽放出属

于自己的绚烂光彩。

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山花

烂漫，传递着爱与希望。教育不仅为她

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契机，更为关键的

是激发了她们内心的力量。教育不单

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人格塑造与精

神升华的历程。剧中，女孩们毕业后回

到家乡，用她们的知识与力量回馈社

会，为更多的孩子带去希望与光明，使

山区的教育事业焕发出崭新的生机与

活力。

《山花烂漫时》不只是一个关于教育

的故事，更是一场触动心灵的旅程。张桂

梅，一个真实的名字，一段传奇的故事。

她是一个真实的女性，兼具母亲的温柔、

教师的严厉。还有坚强善良的谷雨、自律

自强的蔡桂芝、性情豪爽的宁华，以及那

些毅然奉献的老师们。演员们的深情

演绎，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坚

韧，也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爱与温暖。

生活就如同一场宏大的迁徙，

虽充满艰辛，但更多的是快乐与希

望。正如张老师所言：“这点黑暗

算什么，光明还在后头。”热爱

与坚持，皆能让我们熠熠生

辉。愿每个人都能在生活的

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束光。

（作者单位：包神铁路

集团神朔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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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读《创 业

史》这本小说的过

程，最大的感受是从

“读不进去”到“走不

出来”。“读不进去”是因

为刚开始读的时候，很

多方言读不懂，有点费劲，

但是读懂书中的方言后发

现，《创业史》绝对是可以一读

再读的书。如果你喜欢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人生》，那么选

这本绝对能给你惊喜。

柳青笔下的《创业史》，塑造

了这样的底层人民形象：生于黄土

地的农民以其原生理念，同新时代意

识碰撞、交融，在“蛤蟆滩”这一拥有

自然秩序的土地上，上演不同群体间

复杂万端的矛盾冲突，在冲突中争取

生存、在生存中感知自我、在自我生命

的进程中改变原有秩序。书中每个人

物都从劳动中得到产物、得到尊严，并

把土地作为创业的基础，尊严的根

本。无论是出身贫农的故事主人公梁

生宝、干活不知疲劳的中农郭庆喜，还

是劳动力强的富农姚士杰，他们即使

财富程度不同，也都以“劳动创造一

切”为生存理念。

印象最深的是积极、聪明、公道、能

干的领袖人物梁生宝，为了让乡亲们度

过春荒，他主动外出购买稻种、推广新

法育秧……却从来不在众人面前摆功

劳。正是这份执着的精神追求造就了

梁生宝坚韧不拔、披荆斩棘的品质，像

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样正直、白净。

他谦逊、淳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

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画脚、夸

夸其谈。

书中有这么两句话让我记忆犹

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

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

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

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

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

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了一步，可以

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

生。”青春总是易逝的，所以我们必须

珍惜时光，踏实走好每一步。

在《创业史》末章合上时，我意识到

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执着的信念。

我们也会遇到无数的挫折和困难，但只

要坚守着内心的信念，苦干、实干、加

油干，平凡的岗位也可以谱写出动人的

篇章。

（作者单位：乌海能源平沟煤矿）

创业难 守业亦难
■ 袁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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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织锦 爱意绵长
■ 尚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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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扰繁杂的现代生活中，一本

倪萍的《姥姥语录》如同一股清泉，缓

缓流淌进心田，以其质朴无华的语言，

勾勒出一位平凡老人深邃而温暖的人

生哲学。姥姥在教育子女和孙辈时，

从不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用温

柔的话语和耐心的引导，让他们自己

领悟生活的真谛。她善于从日常小事

中提炼出深刻的道理，用简单易懂的

语言传授给下一代。姥姥的教育方式

充满了智慧和爱，让孩子们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成长。

《姥姥语录》中的姥姥，没有显赫

的家世，没有惊世骇俗的成就，她只

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用一生

的勤劳与善良，编织着属于自己的

生活篇章。然而，正是这份平凡，让

她的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真实、那

么动人。姥姥的智慧，不在于高深

的学问或复杂的理论，而在于她

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性的

敏锐洞察。她用自己的方式，教

会了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风

雨，如何在平凡中找寻幸福。

“东西不在多少，话有时

候多一句少一句可得掂量掂

量。有时候一句话能把人一

辈子撂倒，一句话也能把人

一辈子抬起来。”姥姥的这句话，简单却深

刻。其实这句话和“一句良言暖三冬，一句

恶语六月寒”同义。在姥姥看来，物质的多

少并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而言语

的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一句消极、贬低的

话语可能让人陷入绝望，而一句鼓励、肯定

的话语则能激发人的潜能，让人重新振作，

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们在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也有过因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而断

送一段关系的情况，有时说者无心，但听者

有意，如果我们思量后再开口，也许就避免

了“祸从口出”。

“后退的人都是暂时吃亏，给别人一条

路就等于又给自己找了一条出路。”姥姥常

挂在嘴边的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

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姥姥的世界里，吃亏并

不是软弱或无能的表现，而是一种豁达和包

容。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候，适

当地退让和牺牲，能够换来更多的理解和尊

重，也能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平和与宁静。

《姥姥语录》不仅是对姥姥一生智慧的

总结与传承，更是对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提

醒和启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

生活、关于人性、关于爱的朴素真理，都是

永恒不变的。

岁月悠悠，智慧长存。《姥姥语录》不仅

是一本关于生活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

关于爱的书。它以最朴素的语言，讲述着

最真挚的情感，传递着最深刻的智慧，让人

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份超越时代的温暖与

力量，也让我们在品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找

回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纯真，学会以更加平

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与考验。在未

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像姥姥一样，用一

颗宽容、理解、善良的心去对待生活、对待

他人，让爱与智慧的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

前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焦化蒙西公司党建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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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深处的人间烟火
■ 原佳琳

当我翻开《荒野上的大师》一书，中

国考古学百年的风雨沧桑扑面而来。

此书以细腻且深情的笔触，描绘出一

代代大师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走

出书斋，投身于荒野，用智慧和勇气

开拓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学术之

路。书中所表现出的大师们的风

骨与情怀尤为让人敬佩和赞叹。

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

父，在考古事业的萌芽阶段，

便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待每

一次发掘。他曾言：“我们

的工作，是在科学的基础

上 ，重 建 中 国 的 远 古 历

史。”无论是殷墟那片承载

着殷商辉煌的土地，还

是其他充满未知与挑

战的考古现场，他都

如一位虔诚的守护

者，细致入微地记录

与分析，不放过任何

蛛丝马迹。梁思成

与林徽因，这对在中

国建筑史中有着特殊

地位的伉俪，在那个动

荡的年代，将个人安危置

之度外，全身心投入到古建

筑的保护与研究中。梁思

成曾感慨：“建筑是世界的年

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

它依旧还在诉说。”他凭借扎

实深厚的功底，对古建筑进行

精确测绘与深入研究，每一处线

条、每一个结构，都在他的笔下重现昔日

光彩。林徽因则以其敏锐的艺术感知和

渊博的文化底蕴，从美学与文化的视角解

读古建筑的魅力。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坚

守理想，为守护中国建筑文化的瑰宝而不

懈努力。

还有开辟了多维度考古研究新路的赵

元任，在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震惊世

界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在考古学诸

多领域都堪称翘楚大家的夏鼐，被誉为“中

国地质学之父”的丁文江……这些大师们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挺身而出，为保护中华民

族的文化遗产倾尽全力。他们在物质匮乏、

信息闭塞的困境中，直面生存挑战，承受质

疑误解，凭借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民族的责

任，虔敬审慎地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在荒

芜的学术荒野中开辟出希望之路，让世界重

新认识了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

阅读此书，我被大师们的人格魅力深

深打动，他们所共有的风骨，是面对西方

偏见时坚定的爱国情怀，是困境中勇往直

前的无畏勇气，是追求真理时持之以恒的

敬业精神，是学者间携手共进的团队意

识。他们在荒野上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对

未知的渴望，他们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一

股永不干涸的精神源泉。

《荒野上的大师》不仅仅是一部考古

学发展的著作，更是一部饱含人间温情与文化情愫的

时代长卷。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大师，不仅是学术的

高峰，更是精神的旗帜。在当今时代，我们更应传承和

弘扬这些大师们的风骨与情怀，在漫漫人生路上，坚守

对真理的追寻，让内心充满光明和力量。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老公营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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