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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平凡日子

李艳娟喜欢文学，每天
晚上忙完所有活儿，能在客
厅茶几上写两段心里话，是
她最享受的时刻。她的朋友
圈里，转发的全是喜欢的文
章，可她又时常羞于向别人
提及自己的文学梦，也许是
出于农家妇女的质朴与内
敛，总说自己“就是胡乱写几
句，离文学远着呢！”

但不管怎样，因为文学，
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光
亮。

她写生活，写家人……心
中有爱，眼里有光，每一个普通
的日子，在她笔下都是美好的。

对别人来说，缝纫工的
工作枯燥且辛苦，工资更算
不上高，但李艳娟不这么认
为。她写《我是快乐的缝纫
工》，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抒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最初
开始学蹬缝纫机，到后来能
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每一天

我都尽最大的努力，拼命地
学，拼命地干。虽然很累，可
心里不觉得苦，时常美滋滋
地盘算着这个月能挣多少
钱，下个月能有多少收获，等
到发工资的那一天，心里乐
开了花……”

慢慢地，李艳娟的作品
开始刊登在报刊上。

第一笔稿费是 30 元钱，
她比领到3000元工资还要开
心。“怎么花才能让这30块钱
更有意义呢？”她想了又想，
买了一堆零食，带到厂里跟
工友们一起分享。

第二笔稿费是100元钱，
钱直接转到了微信上。她想
着让母亲也跟着高兴高兴，便
专门跑到临街商店，特意换成
一张崭新的钞票。“俺娘从不
要俺的钱，但这100块钱不一
样，这不是一般的钱，是俺的
稿费！”在李艳娟心里，这两笔
稿费虽然不多，但格外珍贵。

被文字改变着

写作虽然没有改变李艳
娟的生活境遇，却改变了李
艳娟。

“内心更强大了吧，从内
心认可自己。”李艳娟说，“原
来就是每天为了生活到处奔
波的普通人，现在忽然就有
了更高的追求。”

她写梦想和追求，于是
有了这篇《我想有个书房》，

“不用太宽绰，却一定要明亮
……等到空闲的时候，去旧
货市场转转，挑选一个漂亮
的书柜，把我陪嫁的那两把
红椅也搬进去……轻轻地打
开书柜的门，把我的书摆放
整齐……我有这么多的书，
我很富有，我很充实，我很满
足，我很快乐……”

李艳娟的“藏书”很特
别，有注音版的《水浒传》，也
有《中学生优秀作文》……家
里人口多花销大，她舍不得
给自己买书，所以，儿子以前

用过的课外读物就成了她的
珍藏。每一本她都看了一遍
又一遍，每一本都干干净净
的，一个折角也没有。

3年前，曾采访过李艳娟
的一位记者给她寄来了一大
包书，都是她舍不得买的文学
读物。她倍加珍惜，特意把大
衣柜腾出4个格来当书橱。

没事的时候，李艳娟会
把写好的文章念给丈夫听。
每次读完，她都要问问写得怎
么样。后来拿到了稿费，她又
问丈夫：“咋样？”丈夫也高兴，
笑着说：“你还真成作家啦！”

其实，李艳娟从没奢望
过要靠写作改变命运。“我知
道自己成不了作家。读书写
作有什么用？不过是让自己
心里敞亮一点，让简单的日
子有点滋味。”李艳娟说，“袖
子该缝还得缝，但在文字中
找到的快乐，却是生活中特
别的光亮。”（沧州日报）

缝纫台上的文学梦
写作这件事，正在让李艳娟单调

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李艳娟原本是不会写文章的，又

或者说，她根本没精力去做这件事。
她没读过高中，平日里也很少出镇子，
在把喃喃自语落在儿子用过的旧本子
上之前，她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双手
再麻利些——她在邻村服装厂上班，
给文化衫缝衣袖，一件挣两毛钱。

50岁的李艳娟时常在想，这些年
最值得庆幸的事，也许就是5年前不
小心崴了脚。

那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肃宁县肃宁镇东泽城村，在45岁

之前，李艳娟的生活枯燥而又孤寂。
她和千千万万朴实的农村妇女一样，
把所有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家人身
上，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平淡无奇。

5年前，因为崴脚需要卧床休息，
她开始尝试着把喃喃自语落在儿子
用过的旧本子上。

在四五十岁的年纪，写作成了李
艳娟少有的“为自己而做的事”，“我
知道自己成不了作家，以前一门心思
打工挣钱，现在能写点儿东西了，心
里敞亮了，日子也不那么单调了。”李
艳娟说。

5 月 27 日上午，伴着淅淅沥沥的小
雨，全国最美志愿者、河北省道德模范陈
奇峰像往常一样带着水果、牛奶、蛋糕等
慰问品，再次走进衡水福寿康养老院，探
望这里的老人。今年 50 多岁的陈奇峰，
几十年来一直关心惦记着养老院的老人，
经常看望他们。

“大娘，您的头疼好些了吗？”“您慢点
走，叔！别着急。”“婶儿，今天下雨阴天，
您的腿怎么样了？”……听到熟悉的声音，
看到熟悉的面孔，院内老人都开心不已。
陈奇峰面带微笑搀扶着老人，来到养老院
一楼大厅，与老人们热络地聊起近期发生
的趣事儿，并关切地询问每位老人的身体
状况。

一名老人突然咳嗽起来，陈奇峰立马
从带来的慰问品中掰下一根香蕉，剥开皮
递到老人手里，“大爷！您爱吃香蕉，这是
我今天专门给您买的。快尝尝！看我买
的好不好吃。”老人接过香蕉，尝了一口，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着说：“真甜！太好
吃了！”

“注意不要伤到您的手指。”陈奇峰在
刘喜顺老人的屋内，一边微笑着给他剪指
甲，一边和老人聊着天，“指甲上次是什么
时候剪的？喜欢长一点的还是短一点
……”他的话语温和亲切。剪完指甲，陈
奇峰打来一盆水，将毛巾打湿，轻轻地擦
拭着刘喜顺的额头和眼角。

陈奇峰邀请老人们坐成一排，伴着轻
柔的音乐，同老人们一起做手指操。“这里
手指要再张开一点，对，就是这样……”陈
奇峰耐心地将每一个动作要领手把手教
给老人，在他的带领下，大家跟着他一遍
遍地练习手指操，现场气氛非常活跃，老
人们学得有模有样，兴致盎然。“我们很喜
欢这种简单又实用的保健方法，能相互讨
论，分享练习中的乐趣，真有意思。”刚练
习完手指操的李阿姨说。

此时整个养老院充满了笑声，时光仿
佛在这一刻静止。陈奇峰告诉记者：“相
处这么多年，养老院的老人就像自己家的
老人，他们也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女。看着
他们开心，我就开心！”（衡水晚报）

陈奇峰（左一）看望养老院老人。

执起生活的笔

李艳娟原本是不会写文章的，
又或者说，她根本没精力去做这件
事。

她没读过高中，平日里也很少
出镇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
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双手再麻利
些——她在邻村服装厂上班，给文
化衫缝袖子，一件衣服挣两毛钱。

平淡的日子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改变。

5 年前，李艳娟不小心崴了脚，
不得不卧床休息，这让她有了难得
的空闲时间。其间，她看到当地媒
体策划的“写一封信”征稿活动，参
与者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农村妇女。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是李艳娟
初中毕业后，除了签字领工资之外
第一次拿起笔。

意料之中的，李艳娟一遍遍修
改的信并没被刊登。不过她没有失
望，“从没写过文章，发表不了是正
常的。”但难得的是，这次投稿经历
如同一颗石子，在李艳娟心里激起
了层层涟漪——从此，她执起了生
活的笔。

李艳娟平日里留给写作的时间
并不多。她有两个儿子。老大 27
岁，到了成家的年纪；老二今年高
考，学费还得再攒一些。家里用钱
的地方多，她每天加班加点干活，早
晨6点半就走，晚上8点多才回。一
年到头，服装厂不放假，她舍不得休
息，从来都是吃完晚饭、刷完锅，才
有时间写上两段话或读上两页书。

李艳娟更舍不得花钱去培养爱
好。家里没有电脑，也舍不得花钱
买新本子，她就把儿子用过的旧本
子翻出来，正面是儿子写的作业，背
面是她用心记录的生活。

初稿、二稿、三稿……一篇不足
千字的文章，她少说也得鼓捣三四
个晚上，直至修改到心满意足，再工
工整整地誊写到一个相对新一些的
旧本子上。

养老院里的笑声

平时平时，，只有吃完晚饭只有吃完晚饭、、刷完锅刷完锅，，李艳娟才有时间李艳娟才有时间
写上两段话或读上两页书写上两段话或读上两页书。。

◀李艳娟
在儿子用过的
旧本子上记录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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