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4年，燃料工业部在上海成立上
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局（华东院的原
名）。那一年，父亲与他的那些怀揣远
大理想的同学们正就读位于北京东郊
定福庄的燃料工业部北京水力发电工
程学校，他们抱着对水电事业的憧憬之
意、怀着报效祖国和亲人的学子之心，
正努力拼博、勤奋学习，紧张地完成了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考试、毕业答
辩等学习任务，为毕业季的到来，做最
后一年的学业冲刺。

启梦上海
1955年7月，隆隆火车载着刚从北

京水力发电学校毕业的三十几位学生
和他们的梦想，从首都北京开往繁华的
大都市——上海，父亲也荣幸地成为其
中一员。一路上，已记不清停靠了多少
个站台，也记不清跨过了多少条江河，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大家却没有一丝旅
途的疲惫和倦意，有的只是喜悦、兴奋
和憧憬。当火车驶达上海北站时，院人
事处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迎接，当时院
里条件艰苦，没有汽车，人事处就雇用
人力三轮车，二人坐一部车，还雇一些
车专门拉行李，浩浩荡荡几十辆三轮
车，奔向上海南京路附近的华东院原址
聚兴诚大楼和嘉陵大楼。

让父亲终身难忘的是那年的迎新
会，当时的王醒院长、刘桂副院长、钦乙
俊主任、马力处长等领导对首批来院的
学生十分重视和爱护，对他们的生活、
住宿作了特别的安排和照顾，还在聚兴
诚大楼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迎新会，领导
和前辈们的谆谆教诲、句句勉励，为这

些风华正茂的新员工们开启了一个崭
新的天地。站在嘉陵大楼的十一楼顶
层，放眼望去，黄浦江水波涛滚滚向东
流，年轻的父辈们的心情如同这江水般
翻滚，心潮澎湃，意气风发，从此，他们
就是千万水电大军中的一员，将在祖国
的山水间寻求梦想、实现理想，将为祖
国的水电事业奋斗终身。

当年北京水力发电工程学校分配
到华东院的学生中有水工、地质、民用
建筑等几个专业的学生，进院初期分别
被分配在 502工程（广东流溪河电站秘
密代号工程，后经国家调配，移交给广
东院设计）设计组和新安江水电站工程
设计组，当时的设计组领导班子由潘家
铮、张发华、马君寿等人担任，新安江水
电站是当时建院后的首个工程也是我
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
工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站，设计组成员
在潘家铮等前辈的带领下，边学习，边
设计，查资料，搞研究，遇到问题当即集
体开会讨论解决，在困难中摸索前进，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终于在 1960 年建
成我国水电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新
安江水电站。老一辈严谨的学习态度
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以及尊老爱幼、
艰苦朴素的良好品德，深深地影响和教
育着父亲这一代人，他们如海绵般地吸
收知识，像小树似地迅速成长，若干年
后，他们都成长为华东院自己培养起来
的栋梁之才，在水工、施工、规划、金属
结构、科研、勘测等专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和“传帮带”的作用，也有很多人在
华东院70年代至80年代大型设计工程
中担当设计总工、项目经理、设代处长

等重要角色。

激情燃烧在青弋江畔
1970年，水利电力部撤销上海院，

全院人员都下放到浙江、安徽、福建、江
西、江苏等省的工程局、水利厅、设计院
等单位工作。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带着
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来到了安徽省泾县，
加入了第十四工程局陈村水电站的建
设队伍，在距离电站建设地点五公里的
小镇上的简易土草房里安了家，这一住
就是近十年。

陈村水电站位于美丽的青弋江上
游，如今江水清澈见底，两岸芦苇摇弋，
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建设中的
陈村电站工作和生活条件却是非常艰
苦，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设备资源缺乏，
每天清晨父亲和工人们一起，身上穿着
雨衣、脚上套着大雨鞋、头上带着藤制
安全帽，爬上没有梯子的解放牌大卡车
来到工地，他们用肩将木头扛上大坝、
用小推车将混凝土推上大坝，为加快进
程、保证工期，大家加班加点、争分夺
秒，经常是 24小时不间断地分班工作，
甚至连吃饭都是炊事班人员送到大坝
上去。和着工地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
的激奋歌声，父辈们干劲冲天，不怕累、
不怕苦地奋战在青弋江畔，青春和汗水
共同浇筑在陈村电站的大坝上。

除了参加施工作业，父亲当时还被
安排负责大坝基础断层丙凝化学灌浆
试验，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当时在大
坝的 F11 断层处，大裂缝和小裂缝不
断，经常是裂了又浇，浇了又裂，使施工
人员束手无策，父亲和同事们不畏困

难、大胆创新，经过反复研发和试验，并
与北京水科院岩土室等单位的合作研
制试验，终于取得了在大坝上进行聚氨
酯化学灌浆试验和丙凝抗挤压试验的
成功。1975年在芜湖举办的全国第三
次化学灌浆会议上，这些化灌成果的交
流，在业界内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筑梦杭州
1977年，水利电力部决定在杭州筹

建华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1978年 5
月 1日，水利电力部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在杭州正式挂牌。1979年父亲被回
调来杭州，筹建初期，华东院在杭州没
有任何住宿场所，只能暂住旅店，杭城
很多大小旅店都住有华东院人员，后来
就在华家池、望江门、雄镇楼等地租用
民房安顿各地来院的队伍。

来杭后，父亲被安排在院基建办工
作，参加三墩水工试验厅、华东院设计
大楼和科研大楼的基础建设工作。父
亲及同事们在李润波、周锦仁、黄海根
等领导的带领下，严格检验施工材料，
严格把控建筑质量，为大楼的优质建成
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日夜夜、风风雨
雨，地基浇筑时、楼层施工中，他们的身
影从不间断，每一块板梁都有他们丈量
的痕迹、每一根钢筋都有他们质检的记
号、每一立方米混凝土都有他们检查配
比和拌和时间的记录，当大楼竣工之
际，父亲已两鬓斑白。直至今日，每每
谈起院大楼的质量，父亲脸上总会露出
满满的自豪和成就感。

1986年秋，华东院设计大楼和科研
大楼竣工后，父亲回到了科研所化灌小

组。曹克明大师去国外参观交流回国
后，带回一些国外在面板堆石坝止水方
法方面的先进经验和一块止水材料样
品，父亲所在化灌小组成立研发“SR塑
性止水材料”QC 小组，经过几年反复
研究和摸索、经历无数次艰难的失败和
挫折，1988年，化灌小组终于攻克难关，
取得产品的研发和试制成功，开始投入
生产，并在遂昌水电站面板堆石坝和戈
尔木水电站面板堆石坝试用成功。

“SR 塑性止水材料”的成功研发，
填补了我国在此项技术上的空白，克服
了大坝缝隙在热胀冷缩时产生的渗漏
难题，为华东院乃至全国的面板堆石坝
伸缩缝止水问题立下大功。1989 年，

“SR塑性止水材料”开始大批量生产，
被广泛用于大坝止水和建筑物堵漏，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1年“SR塑性止水材料”QC小
组在浙江省建设厅 QC 小组成果发布
会上获得省级“优秀质量管理一等奖”，
同年又获部级“优秀质量管理奖”，1992
年又获“水利水电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荣誉奖项,这些金灿灿的奖状一直摆放
在父亲书柜最显眼的位置。

随着一座座电站的设计落成、一幢
幢高楼的拔地而起、一项项试验的研究
成功，父辈们渐渐地不再年轻，他们陆
续地离开了热爱的工作岗位，放下了手
上熟悉的图板、算稿，但是他们无私奉
献、吃苦耐劳、精益求精、拼博创新的精
神永远留在华东院人的心里，为华东院
打造“百年老店”奠下了不可或缺的坚
实基础。

作者单位：华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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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

欣欣向荣 四川电建二公司 杜锦强 摄

人生新路途
贾存调

绿色田野 山东电建二公司 赵文琰 摄

父辈的青春岁月
吴慧芬

峥嵘岁月

“早上吃什么呢？”“局面呗！”在水电十四局，不管
是寻常早餐，还是大伙儿的聚餐，不管是在昆明的机
关，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工地，都少不了这一碗局面。

一瓢寻常的汤，普普通通的面，加上食堂炒的肉
酱，以及酸菜、酱油、醋、味精、盐、辣椒油等再寻常不
过的调料，放在同样朴实的大瓷碗里，撒上几点青翠
的葱花，便是所有水电人吃惯的面了，十四局的面就
叫“局面”。

“局面”诞生于何时何地几乎已无可考证，也许是
炊烟袅袅的毛家村里，也许是流水潺潺的大合江畔，
也许是鲁布革灯光熠熠的小台湾。然而无可辩驳的
是，几十年来，无论是澜沧江岸的漫湾电站，或是滔滔
黄河边的小浪底电站，或是高峡出平湖的三峡电站，
一年一岁，伴随着电建人的足迹，总有那一碗熟悉的

“局面”。时至今日，电建人渐渐从深山老林的水电站
走进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工地，然而仍然离不开那一碗

“局面”。
在这一碗“局面”面前，南方人、北方人的界限

不再清晰，云南话、四川话、东北话、河南话……
汇成独特的电建腔。“局面”不属于川味、滇味及其
他任何一种口味，但所有人都吃得惯，它如此鲜明
地存在于每一个十四局人的生活中和记忆里，顽强地
跟随着电建人的脚步一步一步走来。大家吃着同样
的一碗面，说着南腔北调汇成的电建腔，带着同样的
标签——电建人。

六十年来，一碗“局面”又何止这一碗“局面”！河
南的汉子娶了云南的姑娘，山西的少年终老于温润的
春城，福建父母的儿女从不会说乡音，十四局像一个滚
热的熔炉，毫无保留地吸纳着天南海北的电建赤子，祖
国各地色彩各异的文化在此交汇、冲撞、融通，最终出炉

的便是包容的十四
局文化，兼容并存，
有容乃大。在这一
碗面面前，所有地域
的差异不复鲜明，不
管是南来的还是北
往的终有了同一个
故乡——水电十四
局。

作者单位：水
电十四局

（一）
世界因每一个人而不同。诗歌

因每一个写诗的人而不同。
诗歌离不读诗歌的人很远，离写

诗的人和热爱诗歌的人很近。但不管
是否写诗或读诗，人们都向往诗意地
栖居。

诗歌不能或者难以带来物质财
富，世界上，以诗为生的人很少很
少。上世纪，诗人们自己就喊出过

“饿死诗人”的口号。诗人穷困潦倒
的不在少数。因热爱诗歌而误了现
实前程的人，也不在少数。因此，诗
歌是无用的。如果说，诗歌能给诗人
带来名的话，那也是虚名。清醒的诗
人，应该看清这点，不可因名狷狂。
如果狷狂，那就是还没有修炼到家。

诗是人类心灵的一个皈依。诗
歌是人生精神和情感的向往。诗歌
是精神向度、认知向度、情感向度的
一种载体和体现。诗人，以诗歌与自
己的认知、思想、情感对话。诗歌不
能改变世界，但诗歌可以改变自己，
可以改变心灵，可以改变姿态。诗
人，用诗歌观照自己，提炼自己，升华
自己。因此，诗歌是有用的。

诗意，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读
诗的人，因诗歌而诗意受到激发，得
到认知、思想、情感的升华，因此而感
觉到了人生的美好。因此，诗歌是有
用的。

诗歌的有用，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用。

（二）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
诗歌是诗人通过语言创新来凝

固、体现、传达人生独特体验、感悟、
感情、认知、思想的一种方式。诗歌
是能够点醒和击中读者心灵G点的
最精炼的意象化文字和语言。

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与其他种

类的语言艺术一样，也离不开写什
么，怎么写这两个基本出发点。写什
么，体现诗人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
心灵视野有多辽阔。怎么写，体现诗
人认识和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有多
纯熟和独特。写什么，就是题材。怎
么写，就是技巧。诗歌写得好不好，
或者说诗歌的高下，也从这两个基本
出发点上体现出来。

一首好的诗歌，就是诗人把握
和挖掘题材的新奇意蕴，从一个新的
视角，精准地运用文字和语言技艺，
再现了自己的独特体验、情感、认知、
思想，实现了自己感、情、知、思与文
字语言的高度契合。一首诗，体验是
否独特，情感是否真切，认知是否深
刻，思想是否高峻，语言是否鲜活，就
基本决定了这首诗的高下。

一个诗人，如果能回归到这个
认识的起点，清醒自己写出的诗，在
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上，是否站在一
个更高些的位置，是否在感、情、知、
思的某个侧面或几个侧面上具有独
特创新之处，就会明白差距在什么地
方，路还有多远。

（三）
当代诗歌，三十多年来，流派纷

呈，各持诗见，各有实践，各有成就，
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诗歌前行中的误区或歧路，
依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是诗歌的真实、真诚、真切感
缺失。从诗歌中看不到来自诗人内心
的感动。诗歌用浮华的语言，绮丽的文
字，装饰着无病呻吟，陈词滥调。或
者，用意象和符号的堆砌，来掩饰情感
的虚假与浮泛。

二是诗歌逃离或逃避了现实生
活与时代进程。有意或无意的，诗人
将情感、情绪与时代情感、情绪进行

间隔和疏离。诗人一味沉浸在自己
的风花雪月里，沉浸在自己的悲欢离
合里，沉浸在独自哀怜的梦语里，沉
浸在一己的内心螺壳里。诗的格局
小了。诗歌，只有从局限于个人狭小
的情感咏叹中抬起目光，与众生命
运，与时代大情感连接和沟通，诗歌
才会获得或者提升气度和高度。当
然，当代诗歌对广阔内心世界的探究
和挖掘，对情感复杂性和微妙性的体
验、把握、呈现，是诗歌始终的创新之
地和宽广领域，这是诗歌发展的一个
方向，与前述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
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此，也不得
不说，诗人沉迷于先锋心理体验的

“荒谬”式写作，也是诗歌脱离读者或
者说被大众读者抛弃的一个原因。
诗人的内心世界，看不到时代演进的
光照和投射，是否是诗歌创新走入的
另一个“死胡同”？

三是诗歌沉浸在哲学演绎与玄
思之中。追求诗歌的哲学意境，追
求诗歌的思想高度和深度，这是诗
歌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没有错。问
题在于严重地哲学化和枯燥化，远
离了读者的思考方式和思考环境，远离
了时代和现实，也缺失了意境，丧失了
情感，成为悬在空中的楼阁。

四是诗歌在“诗到语言为止”的
创新道路上走入了迷途。自上世纪
八十年代“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以
来，诗人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
诗歌创新及审美观念，为诗歌摆脱

“诗言志”、浪漫主义的窠臼和传统，建
立诗歌在语言艺术维度上的现代表达
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促进了当代诗歌的嬗变和发展。但是，
这一诗歌创新观念，在许多跟随者那里，
玩“语言”却过了分，在诗歌创作实践中
被严重滥用，演化为庸俗口语化、没有意
境、也没有内在美感的分行文字写作，走

上了狭窄的歧路。诗歌是语言艺术，但
诗歌也不能停留在“诗到语言为止”的阶
段。语言，必须承载独特的体验、情感、
认知、思想，诗歌才能获得生命与意
义。语言，如果失去指向，诗歌也会
失去灵魂。

五是诗歌忽视或者缺失内在的
节奏感。现代诗歌或者当代诗歌的
节奏，不同于律诗以音韵为外在形式
的节奏，现当代诗歌的节奏来自于诗
人内心律动的节奏，来自于语言文字
内在逻辑贯连或者转换的节奏。但
在实际创作中，一些诗人完全不顾及
或者没有注意到内在节奏的问题，要
么没有节奏，要么又过分讲究外在音
韵节奏，诗歌缺乏现代性美感。

结语
以上所觉所感，我自己也没有做

到或者不能完全做到，也许不正确。
只是因为对诗歌的热爱，保持了对诗
歌的关注与思考。至于能否把自己
意识到的这些，在诗歌写作中坚持下
去，或者能否写得更好，不断超越自
己，也是不能确定的事情。诗歌是最
高的语言艺术形式，本人愚钝，少了
几份天赋，又缺乏坚持的意志，自然
难以达至上境。

诗人，要自我消解名利感和使命
感，虽然我不是诗人，只是这点我能
做到或者已经做到。当真正做到不
以诗谋名，不以诗谋利，也不强加诗
歌以外在使命的时候，诗歌自然就会
走向纯洁与高尚。

诗歌，在没有呈现给自己以外的
人时，就是自己与自己心灵的有语无
言的对话。

诗歌，是体验之美，是情感之美，
是认知之美，是思想之美，是文字之
美，是语言之美，是意象之美。

作者单位：电建总部

附作者诗作一首。

筷子哲学
一

把筷子握在顶端，才能夹到远处的滋味
那些酸甜苦辣咸，那些辛麻涩淡鲜

放在远处的滋味
比放在面前，更让心生尝试的向往

把筷子握得更远，才能延展平生的力量
夹到更远的开心，快乐，幸福和爱

二
面前的餐桌，或圆或方，我们都要坐
在它身边
手中的筷子，或长或短，我们都须抓
牢握严

轻灵的筷子，能挑起嗞溜溜一碗欢快
笨拙的筷子，能挑动一桌怨气怒气撒
向天边

习惯了挑来拣去
就会把晚餐的美好忘在一边

夹起生活百味
却常常夹不住生活本身

三
插在一堆横七竖八的朋友中间
就失去箸的身份和体面

沾上酒就会带上酒的味道
遇到火就会燃出火的模样

搁在碗边会染上太阳的豪迈
撂在盘边会濡上月亮的散淡

我对诗歌的认识
梦 石

职工摄影园地

“局 面”
王 蔚

电建新人

怀揣着对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憧憬，
我拖着行囊，告别了大专时代的象牙
塔，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家乡——靖远，
踏上了人生的新路途。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奔波后，年轻的
我终于“飘落”到了乌海市海勃湾项目
部。想想这段时间，先从兰州的学校回
靖远，再由靖远过吴家川去兰州，最后
从兰州出发到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项
目部……这半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都
花在到处奔波的路上了，真是个“才听
塞外牛羊叫，又闻江南稻花香”。

一路虽然有些疲惫，但项目部同事
们的热情接待却让我感受到了单位的
关怀，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海勃湾项
目部实习中，各部门领导的倾情授课生
动而系统地讲述了公司的概况，优秀员
工的发言真情流露出自己对几十年如
一日的工作的热爱。从而让我对公司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坚定了我
对艰苦工作的信念，我时刻记着舅舅的
那句话：“人才需要锤炼”。

眼下，我的实习生涯开始了，我时
刻告诫自己，不能再像学生时代那般为
所欲为，无拘无束，更不能好高骛远，眼
高手低。我需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努力学习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经验，
不怕吃苦，扎扎实实地把自己份内的事
情做好，负起对工作的责任，另外还要
对自己的工作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提
高专业水平和自身素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
故事：有两个石匠在雕刻石像，一位老
者问他们在干什么，一个说在凿石头，
老者摇摇头；而另一个却说在做一件艺
术品，老者笑了笑，转身便消失不见
了。多年后，那个说凿石头的石匠还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匠，而另一个石匠却
成了远近闻名的雕刻大师。这让我想
到眼下的地铁工程，有的人会想，我在
挖地道，而有的人则会想，我在做着城
市的建设者。或许前者会消极地把工
作当成一种负累，而后者却会积极地把
工作当成一种乐趣，能够在这份乐趣中
收获得更多。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以后，才能懂
得其中的道理，我会把艰苦的困难当作
磨练自己的最好舞台自己的最好舞台，，勇往直前勇往直前。“。“今天今天
汗水下地汗水下地，，明朝鲜花齐开放明朝鲜花齐开放”，”，电建人志电建人志
在四方在四方！！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水电三局水电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