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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大作

阅读提示

在写稿过程中，我总要仔细
雕琢， 力求在传播正能量的同
时，在“新”和“深”两方面下足功
夫，让读者既得到思想上的启迪
感悟, 知识上的巩固拓展，又得
到艺术上的美学享受。

半个多世纪“爬格子”的经历和感悟

� � � �屈指算来， 我从开始写
稿到现在， 一晃已是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

当年， 我在爱好广泛阅
读的同时，开始爱上了写作。
我写得很杂，诗歌、小说、散
文、随笔、民间故事都有所涉
及，并陆续向各地报刊投稿。
每次到邮局寄出稿件之后，
我都会焦急地等待。 可能是
因为当时写稿的人不如现在
多，发稿后一个月之内 ,都会
收到责任编辑的亲笔回信：
要么通知已决定采用， 请别
另投；要么提出具体意见，请
抓紧修改，尽快寄回。 无论是
哪种情况，都让我激动不已，
高兴不已。 当然也遇到过退
稿，收到退稿信时，情绪会一
下子变得异常低落。 这是因
为我把发表文章看得太神
圣，太荣耀了。 其实，焦急等
待也好， 过分激动以及情绪
低落也罢， 对身体健康都是
大为不利的， 至少会让你常
常不能安稳睡觉， 实在是得
不偿失。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发文
的增多，渐渐地，我把文稿见
报见刊看淡了。 作为一个文
科教师， 长年累月教学生如
何读课文，如何写作文，自己
写出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情。 这与爱好烹饪者烧出了
几盘可口的菜肴， 爱好花木
者种出了几盆满意的花卉几

乎没有差异。要说它们之间
有些什么区别，那就在于阅
读报刊文章的人，要比品尝
好菜和观赏花卉的人相对
多一些而已。 正因为这样，
我写文章时想得更多的是
它的社会效益。 换言之，原
先较多考虑自己，后来较多
考虑读者。用著名教育家叶
圣陶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一定要“对得起读者”。

写文章除了要对得起
读者，我觉得还应多想想编
辑的苦辛。 各级报刊的编
辑，年年岁岁都在默默无闻
地工作。 如果说作者是“爬
格子”，编辑就是“验格子”，
而且要验众多作者源源不
断发来的“格子”，这无疑是
一件十分费心劳神的工作。
个别作者认为，反正有编辑
修改把关，自己何必反复斟
酌？ 这种想法，与反正有环
卫工人，可以随地丢垃圾一
样无知可笑。倘若每个作者
都能远离草率从事，而是不
断推敲锤炼， 精益求精，那
么编辑将会省下大量时间
和精力，用于报刊总体质量
的改进和提升， 那该有多
好！

为此，我不再把重心放
在发稿之后，而是前移到写
作的全过程。特别是初稿完
成后的修改， 总要仔细雕
琢，力求在传播正能量的同
时，在“新”和“深”两方面下

足功夫，让读者既得到思想上
的启迪感悟, 知识上的巩固拓
展， 又得到艺术上的美学享
受。 按照我的体验，一篇千把
字的短文，经过布局谋篇的思
考，一个多小时绝对可以完成
了， 但修改到自己较为满意，
至少要花去三到五倍甚至更多
的时间， 以至于文章发稿前，
我基本上可以把它从头到尾背
诵下来了。

心态调整好之后， 文章的
质量和品位就能相应得到提
高。 在我的印象中， 近二十年
来给各级报刊所写的稿子，基
本上都能被及时采用，而且很
多都是一字未改， 全文照登。
记得那年《中国教育报》在连
续发表了我的十几篇有关教育
教学改革方面的文章后，有一
个周一上午，责编来信向我约
稿，希望我在三天之内完成一
篇阐述叶圣陶阅读教育思想的
文章， 字数在 3800 -4000 之
间，版面都给留好了，周四中
午前交稿，周五刊用。 这位责
编还说他非常喜欢我的文风，
喜欢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语
言生动活泼的稿子，极其讨厌
某些所谓专家假大空的唬人文
章。 编辑的信任和鼓励盛情难
却，我开了几个夜车，反复推
敲修改，终于按时交稿。 该文
发表后在全国教育界，尤其在
中小学语文教师中收到很好的
反响。

（市区 徐龙年 76 岁）

探春

� � � �绿染瓯江芳草茵，
柳烟深处翘檐伸。
寻幽曲径山花野，
万紫千红已是春。
杨山新茶文化节
港埠新茶文化节，
欢歌笑语舞蹁跹。
几多诗客杨山聚，
一众村姑彩服穿。
翠岭枝芽沾玉露，
农家灶火煮清泉。
杯中碧绿春光溢，
品茗细闻香满天。

（市区 马小娅 57 岁）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 � � �去年 2 月份，我们去了俄罗斯，游览了
圣彼得堡涅瓦河。

在圣彼得堡涅瓦河中，“阿芙乐尔号”巡
洋舰默默地停靠着。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
近它，遥想着既往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苏
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那一声炮响，就是从这“阿芙
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见证了一个伟大的
国家的诞生与风雨，百余年过去了，而今她继
续安静地停泊在涅瓦河畔，注视着一切变幻。

（松阳 罗旭雪 50 岁）

一屋子不扫，何以扫天下。

一次洗干净更好
� � � � 孙女八岁了， 几乎没
做过家务 。 一天饭后 ，我
说：“宝宝， 今天的碗没几
个， 你去洗一洗锻炼一下
吧，不然将来什么都不会，
怎么生活呢？ ”

孙女说 ： “我没洗过 ，
怕洗不干净呀。 ”

“洗不干净没关系，我再
洗一遍就是。 ”我鼓励她。

孙女笑了 ： “爷爷 ，再
洗一遍浪费水， 你一次洗
干净不更好啊？ ”

（陈世渝 62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