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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中医世家的姜老太——姜莉蔚，用
家传秘方专门解决皮肤问题、皮肤瘙痒。脚
气钻心痒、湿疹糜烂痒、皮炎灼热痒……抹上
姜老太修肤堂的家传配方，可达到去痒效果。

皮肤瘙痒，痒在表皮根在内毒，解决瘙痒
不反复必须拔毒。姜老太修肤堂遵循“循经

拔毒、托毒内出”疗法，使用者还会感觉从皮
肤里冒出丝丝凉气（祛风邪），或渗出珠状液
体（祛湿邪），或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邪），
或出现些异味黏稠物（杀菌虫）。

老中医秉承祖训定下了皮肤瘙痒者无论
是何种原因、时间长短，均可当场体验。

皮肤瘙痒姜老太有方法

姜老太修肤堂寻找100名皮肤瘙痒者

谨遵祖训，
不进店不卖，
不体验不卖，
不满意不卖。

市区内地址：矿工路市长途汽车站东100米路南姜老太修肤堂 电话：0375-2287866

皮肤问题 免费试用

姜老太修肤堂举办大型优惠活动三天27-29日，总部老师亲临平顶山！

记者：在《我叫范雨素》里，您说自
己的母亲是一个很强悍的人，您希望
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也是这样的人吗？

范雨素：但我是个弱者，以弱者的
身份领着我的孩子。

记者：您说您会去拥抱乞丐，而您
的大女儿下班也会双手将果汁拿给流
浪的老奶奶，为什么这么做？女儿也
受到你的影响？

范雨素：对，给别人点尊严，别人
对我做不到，我尽量对别人做到。我
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我能做的就是做
好我自己，尽量给我的孩子做好榜样。

记者：写作是您的精神寄托吗？
范雨素：对，我没有想过很复杂的

事情，比方说买房子，也没有想过养
老，所以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

“以弱者的身份
领着我的孩子”

《我是范雨素》刷爆网络 作者系仅读完初中的农民工

“我靠做苦力吃饭，不靠写文章谋生”

近日，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
的文章在网上突然引起众多关注，
并在微信端迅速收获“10万+”的
阅读量。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
农民工，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
庭十多年来的经历。有网友评论
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
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
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
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

44岁的范雨素是湖北人，目
前在北京做家政女工。她说自己
不靠写文章谋生，原本只想挣点儿
稿费。然而《我是范雨素》突然火
爆之后，有两家出版社连夜打电话
找她出书。范雨素为了接待来访
者，不得不专门请了一天假。

来自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的
范雨素只读完了初中，然而在读遍上世纪
80年代她在村子里能找到的小说和文学
杂志后，她“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20
岁的范雨素一路北上，来到距家乡千里之
外的北京。在饭馆做服务员，但她形容自
己“很笨”，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结婚五
六年，经受了男人的酗酒和家暴，她离开
了丈夫，带着两个女儿自己打工过活。

范雨素现住在北京市东五环外的皮
村，那里有众多小型加工厂和打工者租住
的平房。初到皮村，范雨素陆陆续续搬了
好几个地儿，最后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
了一户四合院里的8平方米单间。这间
朝南的房间有一块大玻璃，阳光可以洒进
屋子，“特别幸福，有安全感”。

她和几十位有文学兴趣的打工者组
成了文学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写
作。“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
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范雨素说。

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范雨
素听了一年。起初，因为小女儿要看管，
她在和皮村相邻的尹各庄村找了份在打
工子弟学校教书的工作。打工子弟学校
工资低，一个月只给 1600元。小女儿可
以独立上学、回家之后，她就去做育儿嫂，
一个月6000多元，每个星期回来看一次
小女儿。

在离乡多年的打工生活里，范雨素和
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见生
人。后来，她翻了很多心理学书籍给自己
治“社交恐惧症”。她担心，一旦恶化，自
己就成“抑郁症”了。范雨素说，一路走来
吃了很多苦，她的心好像变得很柔软。写
小说就是自己的精神寄托，她没有想过很
多复杂的事情，比方说买房子，也从来没
有想过养老。

对话范雨素：“我能做的就是做好我自己”

记者：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范雨素》这
篇文章在网上“火”起来的？

范雨素：昨天（4 月 25 日）晚上知道
的，有两个出版社晚上打电话找我出书。

记者：您当时什么反应？
范雨素：根本没有想到，超出想象力

了。我没想到这篇文章会火，我是靠苦力
吃饭的，不靠写文章谋生，我连打字都不
熟练。像我们这种养孩子的，就想赚点
钱，正好正午（微信公众号）给稿费。而且
我也没写过多少东西，没有感情我写不出
来。

记者：《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是什么
时候写的？

范雨素：当时我想写我的母亲，是带
着感情写的，因为心疼我的母亲在帮助村
里移民的过程中被拽伤胳膊，一腔感情地
写了一篇《母亲》。发给正午的编辑，老师
说我写得很好，问我能不能再加点我自己
的，就能发了。人家老师都这么说了，还
夸奖我，我就加了点自己的东西发了。

记者：这篇文章编辑修改得多吗？
范雨素：只是删减了一部分内容，其

他没怎么改。

两个出版社连夜找来出书

记者：听说因为今天想要采访您的人
太多，您不得不请了一天假？

范雨素：对，我现在在做小时工，我一
开始不想接受采访，我有社交恐惧症，平
时都独来独往。

记者：您的两个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范雨素：大女儿现在去上海做速记

员，自己很独立。小女儿在河北衡水的一
所私立学校上初中。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衡水的私立学
校？

范雨素：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这所学
校，就送她去了，这样她可以在河北参加
高考。否则她没有学籍不能高考。这（皮

村）附近也有很多“黑学校”，但没有学籍，
教学质量特别差，其实就是找个地方把孩
子圈起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这样，以后
的结果就是去“世界工厂”上班，很苦。

记者：您在文章中提到给孩子买了
500公斤的书，您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很注
重的？

范雨素：其实我看见她们两个就觉得
愧疚，对不起她们，给她们的条件太差了，
作为一个母亲很对不起她们。如果条件
好，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上重点大学，像
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教育包括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我觉得家庭教育和
自我教育是最重要的。

不想让孩子去“世界工厂”

记者：您经常参加皮村的文学小
组吗？

范雨素：有兴趣参加，老师让我们
写作品。我自己也看过很多文学书，
而且当时有时间，来了一年，如果没有
时间肯定来不了。有老师给我们上
课，为了我的古典文学修养，老师还给
我找了几本古诗集。而且我手写的稿
子，小付（文学小组组长）会帮我打出
来，因为我这手，打字速度很慢，打不
好，我都是用笔先写出来。

记者：您看得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
范雨素：《沧浪之水》。他们都说

这是一本官场小说，我从来没有把它
当成官场小说，那个作者一直在反反
复复审视自己的灵魂，我也经常会想

（这些）。
记者：您怎么看待北京这座城市，

会一直在这里生活吗？
范雨素：我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

喜欢北京书多，国图和首图都很熟悉，
两个月去一次。至少还会在这里待10
年吧，等我的小女儿在北京上完大
学。 （北青）

至少还会在北京
生活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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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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