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广告许可证：002 邮编：467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

16 副刊 2021.8.5 星期四 编辑 张满 校对 王尊 E-mail：wbfk@pdsxw.com

侄子上大学时，学的计算机
专业，后来厌烦了，说整天坐着，
对着电脑抄代码、编程序，太枯
燥无味了，考研究生时，改行学
了数学。研究生快要毕业时，他
又想学计算机了，原因是他的一
个同学告诉他，在北京当程序
员，一年挣了十几万，这让侄子
很动心。学了三年的数学又要
放弃了。

我对侄子说不可轻信别人
的话，当个程序员，一年挣上十
几万，这事有可能，但这个职业
很不稳定，就像演员拍电影，有
片子拍，忙上一阵子，挣上一堆
钱，无片可拍时，就得闲着，吃老
本，除非你是个体制人。

侄子说，赶上了就业难，干
啥好呢？我说，你是硕士研究
生，学的数学专业，到中学当数
学老师绰绰有余。侄子一听说
不想当老师，我问，为啥？他说，
当老师没一点尊严。我一听就
愣住了，很吃惊，我一直认为老
师是个有尊严的职业，为啥侄子
会这么说呢？看来，尊严对于不
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标准和
认知。

侄子对尊严的理解就是办
事不用求人，人们都得求他。就
像乡长一样，走到哪里都是前呼
后拥，说句话就有人点头哈腰，
这所谓的尊严，其实就是特权，
高人一等。

我居住的社区附近有个大
学生修鞋店，老板姓杨，是个 20
多岁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就在
家门口开了个修鞋店。他的家
人极力反对，说他念了4年大学，
到头来去修鞋，太丢人啦，就是
开个奶茶店也比弄这强。但小
杨认为修鞋不丢人，凭自己的劳
动吃饭有啥不好。小杨上大学
时当过学生会干部，学校开展学
雷锋活动时，他看到同学们鞋子
坏了无处修，都是几百甚至上千
元的鞋子，扔了怪可惜，他就自
告奋勇帮同学们修，几年下来，
他义务为同学们修鞋上千双，对
社会上流行的运动鞋和皮鞋了
如指掌，同学们都夸他是鞋王。

毕业后难就业，投了上百份
简历都石沉大海，于是，他就借
钱开了这家修鞋店，一开始大家
都心怀疑虑，“是不是想上抖音，
赚个流量”？时间一久，人们就
发现这个大学生修鞋的手艺不
同凡响，经他手修过的鞋子，焕
然一新，它能对每一双鞋子的外
观、构造以及品牌文化侃侃而
谈，尤其是他怀抱一只鞋子时，
那种欣赏的目光，就像母亲怀抱
着婴儿一样，格外地珍惜和疼

爱
。 他
对 前 来
修 鞋 的 顾
客彬彬有礼，
对他们的鞋子像
宝贝一样，时间一
久，顾客盈门，好评如
潮，小杨的修鞋店成了网
红，他还被区政府评为大学
生创业标兵。

一个活得有尊严的人，不是
因为他有多少钱财和权力，也不
是因为他有多么尊贵的工作，而
是他的内心阳光灿烂，活得自
由自在，尊严就是人们心底那
种最神圣的感觉，也许修鞋是
一种微不足道的劳动，但因为
有了真诚和汗水，我们同样感
到尊严的所在。

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投
入到自己喜欢的劳动中，无论
这劳作是修鞋子，还是抄代
码，不为外人的议论所动，自
己就是初心不改的主宰，不
苟且，不混沌，把自己正在做
的事情，当作与社会的沟通
连接，这就是得到尊严的起
点。

有一个叫克里斯的美
国人，活了88岁，66年只做
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灯塔。
守护灯塔在有些人的眼中
是一件浪漫且有诗意的事
情，歌曲尽情歌唱，小说华
丽描述，戏曲大胆表演，但
如果问一声，你愿意当灯
塔守护人吗，恐怕没有多
少人愿意做。

66年，要忍受多少枯
燥和寂寞，才能度过那一
个个孤独的日日夜夜，但
克里斯坚持下来了。他
说，他守护的是纽约的
灯塔，见证了数不清的
轮船进进出出，1973年，
一艘货轮与油轮在大雾
中相撞，是他及时发现
并报了海警，第一时间
救起落水人员63人，这
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他
在守护灯塔的岁月里，
读了 3000 多本书，读
累了，就抬头望望屹
立的灯塔，他从来没
有放弃的念头，他说，
我爱灯塔，我爱大海。

一 件 枯 燥 的 工
作，被克里斯做成了
有意义的事情。这
个守着一盏灯的普
通人，是有尊严的，
是值得尊重的。

看奥运会时，我
注意到一个画面，英
国跳水王子戴利在观
看比赛的同时，手里
还织着毛衣，这在一
群欢呼的观众中尤为
惹眼。而且，健硕的身
材和熟练的手工也形
成了强烈的对比。有
网友说：“看到奥运冠
军的织毛衣技术，连我
妈都自愧不如。”

确实，戴利极为心
灵 手 巧 。 除 了 会 织 毛
衣，他还能给宠物、玩偶
织衣服，就连自己刚拿下
的金牌，他也赶工织了一
个由英国和日本国旗组
成的保护套，颇有一副万
物皆可织的架势。

在网络上，戴利还专
门开通了社交账号，展示
他的编织作品：七彩波浪
般的花纹毛衣、紫罗兰色
的沙发套、用毛线组成的
老爷爷手办……他早已不
是为了保暖而织衣物，而是
达到了艺术创造、享受生活
的境界。

戴利说：“织毛衣已经成
为我寻求平静、专注和缓解
压力的方式。我爱织毛衣！”
对于织出来的毛衣，他选择
和拯救脑瘤患者的公益团队
合作，在网上义卖。戴利的父
亲就是罹患脑瘤去世的，所以
在最初，织毛衣对戴利而言也
是纾解思念的方式。

事实上，用织毛衣来对抗
心理压力是有科学依据的。英
国医生别特萨恩·科尔基勒就
发现，编织的过程与调节心理

状态和思想的治疗
过 程 很 相 似 。

研 究 表 明 ，
一周织毛衣
达 到 三 次
的 女 性 能

有效降低焦
虑 和 沮 丧

等 情 绪
产 生

的概率。
英国最长寿的首相丘吉尔

就曾用编织来养生。据说，在
德国军队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
时，丘吉尔依旧淡定地织着毛
衣，窗外，是战乱连天的喧嚣，
而窗内，精心构思的图案从手
中缓缓诞生。织毛衣时，烦恼
与忧愁仿佛被抽丝剥茧般带
走，只剩下宁静与安然，以及浮
现出的智慧灵光。

曾看到一篇报道，在英国
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位百岁
高龄的老奶奶格蕾丝。她不像
其他同龄老人一样卧病在床，
或在家静养，她的生活忙碌而
充实。每天，都能看到她坐在
门外的长椅上不紧不慢地做着
针织，她的腿上往往放着一张
毛毯或各种装饰品，那是她刚
刚完成的作品。人们对她的作
品尤为喜欢，于是用它们来装
饰小镇，为柱子、树木、电话亭
穿上新衣，整个小镇仿佛都披
上了一层童话般的色彩。

英国人喜欢毛衣由来已
久。早在 1922 年，温莎公爵就
穿着编织毛衣和灯笼裤出现在
贵族的聚会上。《绅士百科》曾
称赞他道：“靠一个人的力量，
英国王储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苏
格兰海外的费尔岛，”穿毛衣由
此蔚然成风。20 世纪，国际顶
尖乐队“甲壳虫”演出时也经常
穿毛衣，让无数年轻人也开始
追赶这一风尚。

而织毛衣也成了英国文化
中不可或缺的一枚印章。二战
时期，英国王室为体现和人民
同甘共苦，玛丽王后就在白金
汉宫里组织织毛衣的聚会，号
召全国女性一起织毛衣支援前
线的战士，很多绅士不甘示弱，
也都加入了织毛衣的行列，质
量和速度完全不逊色于熟练女
工。

想来，织毛衣能受到广泛
的喜欢，除了历史原因，以及编
织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不疾不
徐的气度与修养，其承载的生
活美学和诗意外，还有生理上
的原因。织毛衣需要手指、肩
膀等多个身体部位协调配合，
可以对肌肉进行更好的锻炼，
促进血液循环，从而改善人的
精神和生理状态。而且，十指

连心，手指上有许多穴位，
经常做编织的老人，得老

年痴呆的风险也会降
低。

◎侯国平（河南平顶山）

一盏灯
喜欢织毛衣的

英国人
◎仇进才（江苏淮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