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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刻章，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在通海
口街上一个雕刻印章的人。别看雕刻印章
利润低，不过那得有一点文化，写得一手好
字，当然也还需要眼睛尖。好像那时也没有
多少人刻章子。

这个人就在街边摆摊，一条凳，还有一
条头凳子。他的旁边就是贴锅块的。

他是一个瘦高个，戴着眼镜，因架子曾
摔坏了，舍不得换新的，就撕了一片膏药粘
着架子，从外人的视角来看的话，还是挺滑
稽的。他的视力堪忧，怎么办呢？只有一边
拿放大镜，一边拿着刻刀削。那模样，就像
在安阳殷墟考古一样，小心翼翼。

那时，雕一个章子只要几角钱。但章子
在农村的很多生活中诸如领公分、取钱、取
钱等需要使用，因此几乎所有家庭并不吝惜
那几角钱，都要去找人刻一个章子。每家每
户都有。

瘦个子刻好后，往红色印油里戳几下，
然后往纸上一盖，一个章子印记就出来了。

有一次，我的一位亲戚去找他雕章子，
他雕了一个木头章子，质量却不是很好。我
的亲戚盖了几天，便有裂缝出现。我的亲戚
跑去找他，他又用刀子削了几下，但用不了
几天就坏了。因为他姓皮，人们就喊他“皮
师傅”。我的亲戚又去找他，“你这师傅是皮
筲箕，你不是明码标价吗？我给钱你了，你
还弄些假的来骗人！一毛不拔的皮筲箕！”
他们争啊吵啊，就为这几角钱。刚好有人劝
架，我的亲戚就坡下驴——走了。我的亲戚
离开时还说：“算哒，不在这雕了，到府场
去。”说完，把那个破章子磕碎后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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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场的那个刻章子的师傅也很瘦，一
笑，眼睛都没有了。他姓曹，梳得一边倒的
头发。他雕章子很敬业，不分冬天夏天。他
的一双手在冬天冻了之后，千疮百孔，惨不
忍睹。等冻处愈合后，还是留下了深一块、

浅一块的疤痕，看起来挺吓人的。那次，我
跟我的亲戚去找他，就坐在他的旁边。我的
亲戚说陪他来就可以吃锅块。一个锅块的
诱惑，我就在凳子上坐了几十分钟，章子刻
好了，他就买来一个锅块给我吃。他拿着章
子，带我逛逛街就回来了。

我还记得那是尖尖子的锅块，几分钱一
个，我吃得津津有味。当时，我舍不得吃完，
还用纸包了另外一半带回家给兄弟吃。

前面这两个刻章子的师傅是少年时期
认识的，而老王是近些年认识的。

我在小城里认识不少的书法家，有的还
会雕印章，他们称为“篆刻”。在这些人之
外，有一个不出名的老人，大家都喊他老
王。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他口里也知道了
一些篆刻的知识，与他本人的基本情况。

老王他不是本地人，而是二十多岁时从
岳阳搬过来的。最开始，他就在路边支一个

摊子，给人刻章。十几年后，他存了一点小
钱，又考虑到夏天、冬天或者刮风下雨的时
候不甚方便，于是就租了一间小门面，开了
一家篆刻行。这一开就是三十多年。据他
说，经过他手的章子，多则十几万个。

老王在三十六岁结婚，三十八岁得子。
他的儿子很调皮，不肯好好读书，还没念完
初中就辍学了。他找人把儿子送进了本地
的职业技术学校，读了几年，出来后就去深
圳打工去了，现在还很听话，只是讨不到媳
妇。前几年，老伴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
但哭又不能让死人复活。于是抹干眼泪后，
他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只是每当他看到
家中老伴的遗像时，他都会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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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老王如何篆刻。怎么弄呢？

首先，找一块石料，翻过来在底部刷一层
墨，放一会儿，等这薄薄的墨水干。然后拿
过一把刻刀，用韧口划过石面，按要求刻画
线条。

刀法一般分两种，是切刀与冲刀。切
刀，就是用刻刀一下又一下地“切”，组成一
条线。先选一个合适的夹角将刻刀的一角
划入石面，然后将刃口顺着向向下压，石面
的碎屑瞬间迸出来。碎屑迸出的地方便出
现了一道白色凹槽。接着，继续将刻刀插进
石面，再划第二刀……必须知道，刀口刻的
是石，每一笔比不上写字那样简单，刻的时
候一横一竖要全神贯注，久了难免虎口会酸
疼。切刀刻的线条，粗犷又大气。冲刀，就
是直接将刀角划入，但夹角要比切刀小些，
再用力一推，“咔咔”声响、石屑飞溅，一条流
畅的线条也就出来了。有时，刻一次道，笔
画有些单薄，便需要再划一次，加粗线条，方
才显得饱满。

印章讲究“破旧”的风格。怎么办呢？
很简单，将刻好的石料的边角用刻刀敲一
敲、碰一碰、划一划。当然，可不能磕破了
角。破边的用意就是仿古。古代的印章，到
近代以来出土的，有哪几个是保存完整的？
时光会磨平印章的棱角，难免在边角留下几
个缺口。高手破边，看起来很自然；次等的，
目的性强；三流的，一看就很做作。

我说：“破边,看起来有残缺感。”老王
反问：“这世上什么事是圆满的？”我琢磨
他的话琢磨了几天，终于明白了：有残缺，
才有美。

正因为不完美，人生才有追求与意义。
每个人生下来在人世间生活，吃苦受累，饱
经风霜，抹去了棱角学会了圆融。但每个人
用自己的脚步在大地上划下一痕痕的白迹，
进行生命中的篆刻。但凡是篆刻，大都是要
破边的。

以后见老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
“大隐隐于市”的哲学家。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刘基分会会
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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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下午，我在故乡的村街上徜徉，偶然
看见路边有一个老人在炸爆米花，看着他紧
握爆米花罐子把手旋转的娴熟的动作，听着
爆米花罐子转动发出的隆隆声，一下子打开
了我儿时的美好记忆的闸门。

那时候，每到年底，小镇上就会来一个老
人，他推着手拉车，上面有一条小板凳，一个
生火的炉子，一捆的木柴片，一个炸爆米花的
铁罐、一个三角架。他不会找热闹的街角，而
是找一个宽敞的空地放好小车，然后摆好工
具就开干了。

老人佝偻着身子坐在小板凳上，在炉子
上加了火，便一仰一合地不停地摇着铁罐
子。老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灰白色，看起
来很厚。帽子的颜色是蓝色的，也是肥大厚
重的。老人的脸色非常黑，像如今小孩子们
吃的巧克力一样的深棕色，下巴上还留着一
点胡子。他的眼睛不大，是老百姓口中的“眯
眯眼”，眼色使人想起浑浊的黄河水。或许因
为他抽烟太多的缘故，老人的一口牙齿黄黄
的。他的手粗糙有裂痕，看起来有种黄土高
原千沟万壑的感觉。

很多大人拿簸箕端着一两斤大米或者玉
米，牵着小孩子，朝这里涌过来。有的忘却拿
编织袋了，又转身去拿。

很多大人或者小孩子或站或蹲，看着他
摇罐子的把手。木柴“哔剥”燃烧着，通红的
火焰飘忽不定。围在他身边孩子们，逗笑打
闹，来回追逐。

老人将支架上的铁罐竖起来，打开铁盖，将米倒进罐
里，还加上几粒糖精，然后压紧铁罐盖，重新放到架上，让铁
罐子下面的炉火不断加热。随着铁罐内的温度越来越高，
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老人紧盯着铁罐子手柄上的气压
表，当指针达到预计的的位置时，他觉得爆米花已经炸熟需
要开罐了，老人会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炸好了，都让开点
咧！”就会把铁罐从三角架上提起，放下，将编制袋的口套在
铁罐口。此时，老人用左脚踩着铁罐，右手拿铁棒猛地打开
铁罐盖儿，“轰！”只听得一声短促而剧烈的巨响，震得耳朵
微微发麻，铁罐里膨化了的爆米花，顷刻射向袋子，将袋子
填充得满满的了。

我们一帮小伢子听到这巨响，就都很高兴，都会从家里
跑出来看。有一次，我伸手想要碰一碰铁罐，却被老人大声
呵斥。我有些懊恼时，他解释说：“铁罐的温度很高，怕烫伤
你的手。”我一下子明白了铁罐是不能碰的。我看着白花花
的爆米花，觉得老人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刚出罐子的爆米花，热气腾腾，香气飘浮扑入口鼻。小
孩子们叽叽喳喳，吞咽着口水，有的还乘乱伸手到编制袋抓
一把就走。有的捡起洒在袋子外面的爆米花粒，一边流着清
鼻涕，一边往口中扔，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妈妈也拿米来炸
了一锅，把一大包爆米花拿回家，装进一个大些的塑料袋子，
再拿绳子把口扎好。要是漏气让焦脆的爆米花“皮软”了，再
吃的话便会影响口感。

当时大伙吃着笑着，而老人始终弯着背转动着铁罐子，
看着铁罐手柄上的气压表。一家接着一家排队，间隔一段时
间就会有“轰”的一声炸响在乡村的街上，有时甚至到了深
夜，在梦中都会听到那声“轰”的巨响。

后来，我长大了，也就对之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了。虽
然这么说，但它还是我内心中美丽的记忆。一旦想起香甜的
爆米花，内心就会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情。无可奈何的是，
老式的爆米花罐子连同那个贫苦但真诚的岁月一同走进了
历史尘埃的深处，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感喟和回忆。

三个刻章子的人
□ 安频

想不到我会有一位军人姐夫。六十年
代，军人是全国人民心中的偶像，也是女士
们青睐的香饽饽，人们都发自内心热爱和
崇拜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我还在读小学
时，县供销社柘木分店龚文耀经理给他的
员工——我的大姐介绍了一名军人男友，
是本地柘木乡聂河村人，在安徽芜湖某空
军基地服役，这就是后来成为我大姐夫的
周家玉。

初次见到他，是他从部队回家探亲，也
是第一次来到我家认亲。眼前是一位浓眉
大眼，英俊帅气，沉着稳健的军哥，他面带微
笑，和霭可亲，谈吐自如，浑身散发出一股阳
刚之气，第一时间就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
我不由得暗暗替大姐高兴。

后来他每年探亲，都不忘给我带来一些
惊喜，什么战斗机模型、毛主席纪念章、黄色
军挎包、军干上衣、部队行军茶壸、特制宽皮
带和用电影胶卷制作的像框等物品，在当时
是异常时尚和珍贵的，我也特别喜欢。从
此，我和他开始写信交流，让我受益非浅。
我特别看好他的一手钢笔字，笔势矫健，纵
放自如；清新飘逸，苍劲有力；变幻灵动，行
云流水，非常好看，仿佛是一幅幅精美的书
法作品，我至今还珍藏着他几封书信。作为
空军机械师的姐夫为了保障战机安全，能经
常坐着战机飞上蓝天，随机试机查验，无不

令人向往和称奇。据说1967年，他所在的连
队，一举击落美国一驾高空无人驾驶侦查
机，而受到军区嘉奖，被授予集体二等功和
个人三等功。家乡的政府还组织干群敲锣
打鼓到周家送立功喜报，一时传遍十里八
乡，成为当地一大美谈。

待我有了大外甥女周敏后，已在部队服
役13年的姐夫因家事原因，无奈放弃还有两
年大姐就可以随军的机会，转业安置在原县
航道段机关工作，成为一名供应采购科科
长。我也从下放的老江河渔场调到县水利
局工作，我们彼此距离很近，大姐的家也俨
然成了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有好吃的就必有
我一份。

大姐夫生长在农村，17 岁就投笔从戎，
当兵入伍，在军营生活十几年，身上既有农
村人的质朴厚道和勤劳俭朴，又有军人的豪
爽豁达和睿智敏捷，办事雷励风行，又兼蓄
缜密细致。我父亲尤其喜欢这位铁骨柔情
的女婿，翁婿胜似父子，不善饮酒的姐夫也
被其岳父慢慢熏陶教化了，久而久之，逐渐
成了一名豪情万丈的“酒仙”。姐夫也不厌
其烦、手脚麻利地为我家做这做那，那时家
家户户都烧蜂窝煤，他打起赤膊一个人一次
做几百斤煤，上千个煤饼，整整齐齐摆放在
地上就像军人列阵，煞是壮观。引火的柴
火，也劈得精细充足；还有洗衣浆裳、维修整

理等家务活，无所不能，从不懈怠。对我们
几姊妹也视同己出，相处融洽，亲密无间，惹
得街坊邻居都羡慕嫉妒。

姐夫在单位更是有口皆碑，首屈一指。
我感觉到，与其说是供应科长，倒不如说是
一名装卸工。不知是要为单位节省工钱还
是劳作惯了，他经常身体力行，带头搬运装
卸航标器材，重达 200 多公斤的柴油桶由 4
人抬着，经过几十层台阶、从坡上运到江边
的航标船上，周而复始，超强劳累也给他身
体埋下了伏笔。虽然供应科在别人眼里是
一个肥差，但他却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
和便宜，却多次收获到组织的表彰奖励和快
乐，在他身上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军人风
骨和正气。难怪有人私下称他为“老黄牛、
周憨巴”，他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乐
而为之。

退休后，他喜好“两钓”，就是钓鱼、钓
将，以此丰富晚年生活。我俩有一个共同爱
好就是以酒谈心，饮醇悦情，一有机会就酣
畅痛饮，谈天说地，乐此不疲，充分享受这份
兄弟情谊和乐趣。他有嗜好抽烟的习惯，也
是我们颇感头痛的事，但久劝无果。

2019 年是他与大姐五十年金婚，他们
琴瑟和鸣，相依相伴，彼此忠诚，不离不
弃。他们用辛勤付出，让三个子女成家立
业，生儿育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021

年又喜获“在党五十年”荣誉勋章。手捧
金光灿灿的纪念章，他止不住热泪盈眶，
满怀欣慰和感激之情。所有这一切，无疑
是对他那既平凡又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和最大褒奖。

俗话说：人老病出头，机器磨损了，零
件终究出问题。年轻时的姐夫，身材魁梧，
肌肉发达，经常用冷水洗澡，冬天也不例
外。然而年逾花甲，却积劳成疾，股骨头坏
死让他行动极为不便，我们几次劝他动手
术置换，长痛不如短痛，但他执拗地说道：

“何必花这冤枉钱”？强忍疼痛，使得病情
每况愈下。我们当时还感到不可理喻，颇
有微词。想不到他是在想慢慢攒钱购买一
间舒适的住房，因为现在他两老还住在七
十年代单位宿舍，三楼一间 50 平方的老旧
小房子里，冬冷夏热，上下楼梯气喘吁吁，
室内也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令到访人甚
感惊讶。年近八旬，又患上不治之症，痛不
欲生，经过两个多月辗转住院治疗，尽管家
人专心服侍护理，全力救治，但已无力回
天，撒手人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士
和他一生挚爱的亲友们，走完了他七十九
年的人生旅程。

（作者系监利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
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会员，湖北省作协、省报
告文学学会、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怎能忘我那兵哥哥
□ 彭桂生

对段伯的记忆，还停留在我很小的
时候。

那时，段伯家住在我家南边三四户人家
远的巷子口上，年龄看上去也和母亲相
仿。因此，印象中段伯也就不曾参加过队
里的劳动生产。每天她总在自家房前屋后
打理那两块一大一小的菜园。有时在门前
那块用芦苇杆和棉花梗围成的一块稍大点
的菜园里栽菜秧、浇水。有时在屋后堤边
那块小点的敞着的菜地上锄草、打药。所
以段伯微胖的身体，好像永远是弓着腰或
是驼着背的。而她家菜园似乎也是一年四
季长满豆角、辣辣、萝卜和一种长着很大很
大叶片的旱芋头。当然记忆最深的是每年
的夏秋时节，挂在她家门前篱笆上那些当
时我并不认识，也就叫不出名字的苦瓜
了。那根根藤蔓间生长出片片浓密浅绿的
叶子，扭扭捏捏地爬满她家的篱笆，绽开着
黄艳艳的小花，结出一只只疙疙瘩瘩的小
苦瓜。起先那苦瓜只是拇指大小，四五片
花瓣，包围着深黄色花蕊，飘着阵阵清香，
蜂蝶俱来，穿花绕藤，匆匆忙忙。也可见花
蒂之下无数小青瓜，略弯，青皮，皮上满附
皱纹，形如麻花，而几天后其貌甚为丑陋的
苦瓜就长得如黄瓜大小了。

早年间，队里栽种苦瓜的人很少，因
此，大多数小伙伴也就都不认识苦瓜这种

瓜菜。有时出于好奇，我与小伙伴们也会
偷偷摘上几条，稍稍地在衣服擦试几下，
然后放进口里，猛地咬上一口，顿时、一股
苦涩之味贯穿口腔。我们急忙吐出已咬
得稀碎的苦瓜。而此刻，段伯也正好走出
大门，看见我们偷摘她的苦瓜，于是便向
我们偷摘苦瓜的篱笆前追赶而来。看着
她那双尖尖的小脚套在双陈旧得已分不
出颜色的布面鞋帮里，迈着怎么也跑不快
的八字步伐，一左一右摇晃着颤颤抖抖的
身体，边追边喊的“叫你们偷我的苦瓜，看
我不打死你们！”只是当她还没有追出几
步的时候，我们已边跑边喊着，不知是谁
编的早已在小伙伴们中传唱开来的“肥牯
牛屁股黄牛脚，杵呀杵，撮呀撮，养的伢儿
像怪绰！”形容她走路姿势及她养女满脸
雀斑的顺口溜，一个个哄堂大笑的跑得无
影无踪了。

其实，说起来段伯也是个苦命人。听大
人们说，她一生未曾生育过一儿半女，早年
间与老伴飞堂伯抱养了一名比我略大几岁
的女孩，取名玉意。好在一家人也还和谐，
那时飞堂伯还在队里做点看管青苗、喂养
耕牛等力所能及的活儿。而养女玉意却因
满脸长满雀斑，常被小伙伴当众嘲笑。玉
意那雀斑还很特别，不是不规则地分布在
鼻粱两侧，而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脸上，颜

色和大小也相差无几，看上去像满天的星
星。玉意也因这难看的雀斑有点自悲，加
之又学习不好，常遭小伙伴们嘲笑，所以不
论段伯与飞堂伯怎么劝说，十多岁时她便
早早地退学参加队里生产劳动。

不过，随着玉意的劳动，段伯家也因人
少劳多，在队里也算是富裕人家了。同队
里其它社员家生活相比，也就好上许多。
记得每次早饭或晚饭从她家门前经过，飞
堂伯总是高桌椅矮板凳的坐在堂屋的中
间，对着桌子上不知是什么的几碗小菜，美
美地喝着小酒。段伯在旁边为其端茶倒
水，那玉意则端着一碗米饭在隔壁左右跑
个不停。看上去一家人生活得也非常幸
福。那场景，只要队里人一说起来，就令一
些大老爷儿们羡慕不已。

某年的一个夏天，不知什么原因，段伯
在那个夜晚，突然带着几个人去到邻队一
户 w 姓人家的家里，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
况下，硬说 w 家的老伴和自家的飞堂伯有
染，弄得当晚w家人就带着兄弟、儿子堵上
段伯的家门，硬要段伯与飞堂伯当面对质，
并要段伯当场赔礼道歉！说要不然就要打
死他们俩人。而飞堂伯则装出一脸无辜的
样子，当着w家一大帮子人，反复睹咒发誓
说:“绝无此事！还骂骂咧咧的说段伯无中
生有，反正打死也不承认。那时我还小，懵

懵懂懂看了一会就回去了，当然也就不知
当晚此事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后来几年，段伯家的日子已明显不如从
前，飞堂伯也时不时对段伯发些脾气，而段
伯也总是一幅委屈得小心翼翼的样子。有
时听大人们讲，段伯在没人时总是自己躲
着偷偷抺泪。当有人看见的时，她只是把
脸扭向一边，边擦泪边说“这鬼灰、这鬼灰，
又落到眼睛里了。”

随着我慢慢长大，后来出村读书，离家
进城参加工作，关于段伯及段伯家的一些
事情，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当我偶尔回到
家中却再也没看见过段伯。听母亲及隔壁
的邻居们说，就在我离开家乡不久，段伯的
养女玉意因到了婚嫁年龄，玉意在别人的
介绍下嫁到了外地；而灰堂伯也因邻队 w
家丈夫病逝，他不顾段伯的反对，玉意的劝
阻，去了 w 家与 w 家的老伴搭伙过日子去
了。段伯在孤苦怜丁的情况下，玉意已将
段伯接去了她家安享晚年。

现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飞
堂是否安好，也不知道段伯是否健在。但至
今我仍能十分清晰地记起段伯及段伯家的
一些往事；段伯家的菜园，段伯那双小脚摇
摇摆摆走路的姿势，灰堂伯桌子上喝酒的样
子，还有我和小伙伴边跑边喊“肥牯牛屁股
黄牛脚……”而吼堂大笑跑开的身影。

段 伯
□ 杨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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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国务院《残疾
人就业条例》、《湖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
实施办法》（鄂财法规〔2017〕11号)、《湖北省残疾人就业规
定》（省政府第334号)、《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启动全
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跨省通办”工作的通
知》（残联厅函〔2021〕363号）等法规政策规定，现将2022
年开展监利市各用人单位2021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年审工作公告如下：

一、年审对象
年审对象包括在监利市行政区域内市直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城乡各类经济组
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二、年审时间
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4月29日
三、年审方式
1.网上申报：进入湖北政务服务网“跨省通办”专区，

登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管理系统办理。
2.窗口办理：用人单位携带申报材料到监利市残疾人

联合会教就办公室（监利市容城镇江城路26号）。
四、申报材料
1.网上办理：用人单位注册（首次办理用户需要）、登

录系统后，按系统提示填报和上传相关材料。
2.窗口办理：
（1）《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表》；
（2）残疾人职工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1-8级)原件、复印件；
（4）用人单位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的原件、复印件；
（5）用人单位为残疾人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

社会保险的原件、复印件；
（6）工资支付凭证。市直机关、团体、事业单位需提

供 2021 年度工资福利预算明细表，并加盖单位公章；企
业用人单位需提供2021年度1-12月份工资发放凭证或
工资发放表，凭证上应有残疾职工本人签名确认；银行
代发工资的，提供银行确认的代发工资清单并且加盖单
位公章。

五、其他注意事项
用人单位在年审时不得迟报、虚报、瞒报、拒报有关

统计资料。
逾期不参加年审的用人单位，监利市税务局按未安

排残疾人就业全额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单位，必须依法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逾期不缴或者未足额缴纳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的，除限期补缴外，对逾期不缴的部分按日
加收5‰的滞纳金。

网上申报详细操作流程及《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
业申报表》请在监利市残疾人联合会公众号下载。

联系人：
廖 桔 0716—3255900
张钰晗 0716—3385026
特此公告

监利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2022年3月1日

关于开展2022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年审工作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