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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忽然想起印章。打开柜

子数了数，有四十多枚。我没有什

么爱好，对它们也一样。自己请人

刻的只有三四枚，因工作需要刻了

五六枚，儿子、儿媳和亲戚大概刻

了十多枚，朋友、同事送我的大概

也有十多枚。我七十岁了，又不在

位，也没爱好，又不拍卖，这么多

图章，不知作何处理。

半个世纪了，算起来平均每年

不到一个。细细看看，真是五花八

门，记载着时间的流逝，记载着职

位的升迁，也记载着亲友的情谊。

人与印章差不多，一路走来，

也刻了一些痕迹。政绩有一些，

败绩也有点儿，主要是看错、用

错过人。

这些印章，用过的不到十枚，

大多数在柜子里“休息”，实在是

浪费。我至今也想不清楚，亲友给

我刻图章有什么用处。确实，送来

了，我看已刻上我的名字，也就收

下了。真要流传出去，也给自己添

麻烦，还是本人握着“印把子”牢靠。

我的名字吴官正，“吴”是

父亲的姓，“官正”这两个字放在

一起很土。“正”是家族辈分的排

字，这个“官”字中蕴含着一段凄

惨的故事。我出生那年，奶奶遭村

里的恶人欺侮，来水叔一怒之下动

了手，被告到县衙里，人穷理短，

输了官司，被判赔 18担谷子，迫

于无奈，叔叔卖了壮丁，换回 18

担谷子。不及半月，叔叔染霍乱

身亡，奶奶也因伤心流泪而目盲。

我的名字，就是叔叔临走时给我起

的，他说，打官司输了，就叫“官

正”吧。

“文革”中，造反派要我改

名字，我坚决不改。这个名字是我

叔叔给取的，我没想过能当上官。

我是学理工科的，时代的大潮把我

推到了领导岗位上。想起在山东

工作的时候，参加“三讲”教育，

深化了对政治的理解。我赞成马克

思的概括，他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

而且是一门应用科学：从理论上来

说，它是对亿万在“时间这部织

机”上奔忙的要素的认识；从实践

上来说，它是由这种认识所决定的

行动。我能走到今天，是党的如日

光辉温暖了我，催生了我，哺育了

我；是改革的春风雨露吹拂了我，

滋润了我，成就了我。

（2008年 2月 6日）

印章

吴官正

2015年初，国资委新

闻中心召开了一个新书发

布会。书名是《一线英雄

传》，书里讲述了十三位国

企一线职工的故事。其中

有被誉为“焊火车的女神”

的中国南车集团长江公司

株洲分公司电焊高级技师

易冉、被誉为“琼海神农”

的中化集团中种公司三亚

分公司育种专家王榕宁、

被誉为“海油蛙人”的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油工

程维修公司潜水员楚金勇，

等等。之所以称这些人为

英雄，是因为这些职工的

岗位小，但责任大，贡献大，

情怀更大。他们用自己的

坚韧、创新和奉献，诠释

了“劳动最美丽”与“行

行出状元”的朴素真谛。

发布会上，请来了著

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

原馆长舒乙先生。老先生

已经 80岁了，但看起来

身体很好，雪白的衬衣、

大红的毛衣配上深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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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显得格外精神。当作为

主持人的我在演讲台上介绍

老先生时，他早早地起身站

在台边等候，看到他在那里

站着，我就赶紧加快了语速，

缩减了内容，总觉得不能让

老人家站得太久。

舒乙先生在讲话中开篇就

谈到了这本书的文学性。他说，

读文学作品可以看见一个很有

意思的规律，那些世界上伟大

的艺术家、伟大的思想家、伟

大的科学家，都多多少少有些

傻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

理想，很浪漫，很真诚。而本

书中的这些主人公，恰恰都非

常有理想，也非常浪漫，非常

真诚，都有点傻气，这个傻气

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

令我惊讶与赞叹的是，

接下来，老先生开始讲述这本

书中他印象最深的几个英雄的

故事。他对这些故事主人公单

位、职务记忆之准，对故事细

节记忆之全，实在令人感动。

在讲述国电集团宁夏石嘴山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高压焊工张玉

川抢修锅炉的故事时，老先生

还能形象地做出焊工浑身涂满

洗洁精挤进狭窄管排中的动作

来。因为之前我曾经见过这位

工人，看过他工作的视频，我

必须说，老先生做的动作非常

准确。

舒乙先生对这本书给予很

高评价。说这本书有故事性，

有传奇性，有可读性。更重要的，

为有时代特点的工人树碑立传，

有人民性，符合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座谈会上说的，我们的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因此，这

本书走对了路子。

其实，在听舒乙先生讲话

中，不仅让我们对编辑这本书

的价值有了重新认识，确信书

中的这些主人公是当之无愧的

时代英雄，也让我们对文学的

价值有了重新认识，开始思考

文学之于人生的不可替代的功

用。老先生开篇有一段话就讲

文学：“文学是人生的课本，

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艺术形

式。要明白人呢，就要请教文

学。人不太好明白，甚至于不

太明白自己，所以很多人比较

苦恼。人一天到晚很忙，在思

索，在受刺激，也在发泄自己，

但是不见得明白自己。挺苦恼，

挺苦闷，他到哪去找答案，他

到文学里去找答案。”

在当代社会，大众越来越

看重数字对社会运行的反映，

但却经常忽视了文字对人生价

值的把握。在微信圈里，传的

最多的是各种图表、统计数据，

这些东西很有意思也很清晰地

反映了一些事物，但总觉得缺

了些什么，或许就是文学所拿

捏的思想与情感。人最难的，

还是认识自己。

文学的繁荣往往标志了

一个社会中理想主义的张扬。

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曾说过：

“文学是人生的语言化，哲学

的戏剧化”。可谓对文学实质

的深刻认识。一个社会中多一

些文学爱好者，会多一份宁静

氛围与人文情怀。

发布会结束后，一位同事

来找我，问我刚才为什么不

介绍舒乙先生是老舍先生的儿

子。我回答因为舒乙先生自己

很有成就，无需依靠父亲名气，

而且他的这个身份应该是大家

都知道的。同事认真地说：

“大家都觉得他讲得特别好。

但其实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更

不知道他是老舍先生的儿子。”

闻听此言，我不觉平添了一丝

后悔，看来以后还是不能“偷

懒”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