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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長說：「軍中無戲言。你跟我走。」

兩人轉過彎來，就見數萬名職工，以車間

為單位，分成數路，一列一列、一隊一隊，正

擁向一個個擺在路邊上的辦公桌，看樣子像是

在交什麼。

默然的像長蛇陣一樣的隊伍，從一個個車

間裡緩緩地走出來…

趙局長不解地問： “這，這是做什麼？”

廠長興奮地說：「看看吧，這就是我們北

鋼的工人！他們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都拿出

來了。這就是我們要交的電費！」

工人們一個個在辦公桌前交集資款…

總會計師潘亞君親自在一個桌前登記、收

款…

趙局長一下子怔住了。他沉默良久，終於

說：「老徐呀老徐，你，你……」說著，他突

然拉開手提小包，掏出手機，說：「我是趙明

程。立刻給北鋼總廠送電！ 」

三十六
整頓後的北鋼總廠又開工了。

廠院裡，車間裡，到處可見「成本目標管

理」的圖表。

工人們正在各自的崗位上忙碌著。

大街上，北鋼總廠的對面，那些「吃」北

鋼的店家關門了。

身穿工作服的廠長背著手，在廠區內走著

。

中午，在一個車間的控制室裡，那個有點

流氣的青工拿著兩根油條走進來，大咧咧地對

一個看儀表的姑娘說：「小萍，撕張記錄紙。

」

只見那年輕女工忽地站起來，擋住他說：

「不行不行，都實行成本核算了。」

那青工說：「一張紙才一分錢。」

那女工一扭腰說：「咋不去撕你們車間的

？我當的就是這一分錢的家麼！」

那青工說：「好好，算啦。」說著便無趣

地走了。

廠長在玻璃窗外看著，笑了。

煉鐵車間，高爐正在出鐵。一位青年工人

正在用鋼湯匙測溫…

當一個電視台的記者走到跟前時，他已經

測完了。記者笑著說：「哎，再來一次，我給

你拍個鏡頭。」

那工人看了看他，說：「再測一次？測一

次三塊，算誰的？」

記者一下子愣住了。好半天才緩過神來，

他搖了搖頭，扭頭一看，發現廠長進來了，忙

上前拉住廠長…

廠長一聽，笑了。他兩手一攤，說：「我

也不當家呀。多測一次，成本要多三塊錢，這

是他的權利。你還是等下一爐吧。」

三十七
煉鋼車間，機器轟轟地響著。

轉爐前，火光熊熊，鼓風機嗚嗚地響著，

萬林正在指揮工人做出鋼的準備。

萬林朝遠方的天車女工劉惠英打了一個手

勢，天車從空中緩緩駛來…

就在這時，萬林突然來到爐前，俯下身子

一看，說：「不好，爐體燒穿了！」

說著，他就吹起了哨子！

轉爐前，一時鋼水橫流！

立時，電話機一部部響了。

有人在電話上高聲喊：「喂喂，五車間出

意外了！」

廠長在總調度室拿起電話，命令道：「我

是徐振海，命令各有關部門，五分鐘內，立即

趕到事故現場！」

煉鋼車間一片忙亂。轉爐前，萬林和當班

的工人冒著 1700度的高溫，正在奮不顧身地搶

險…

這時，廠長、總工程師、總會計師帶著大

隊人馬趕到了。廠長衝上一線，親自指揮搶險

！

在搶險中，萬林被燒傷了。

搶險過後，轉爐終於保住了。

然而，廠長卻站在爐台上宣布說：「首先

，我要表揚同志們，為你們這種奮不顧身的精

神感到驕傲和自豪！同時，我也要宣布一條決

定：自即日起，你們車間否決全月獎金！ 我作

為廠長，下浮一級工資，扣發全年獎金！

眾人都默默地望著廠長。

廠長說：「成本否決不講客觀理由，也不

搞下不為例。至於事故原因，將責成相關部門

，立即組織調查！」

三十八
晚上，在煉鋼車間裡，只有廠長和萬林在

爐前坐著。

廠長遞過一支煙，萬林默默接了過來。兩

人各自吸著煙，誰也不說話。

過了一會兒，萬林終於忍不住說：「廠長

…」

廠長拍拍他，不讓他說下去。

就在這時，秘書小周拿著一張報告紙匆匆

走進來。萬林立馬跳起來，問：「結果出來了

？」

小周對著廠長說：「廠長，結果出來了。

」

廠長說：「原因？」

小周說：「是耐火磚的品質不合格造成的

。」

廠長面色嚴峻，好久不說一句話。片刻，

廠長問：「那封檢舉信查的結果如何？」

小周說：「屬實。檢察院已經立案了。」

三十九
北鋼總廠大門口，一輛鳴著警笛的警車開

了進來。

供應處長的辦公室門被人推開了，只見處

長姚春成正坐在辦公桌後一針一針地補褲子呢

…… ?

廠辦秘書小周說：「姚處長，廠長請你去

一下。」

姚處長答應說：「好好，我馬上去。剩一

針了。」

會議室裡，前來逮捕姚春成的民警對廠長

說：「廠長，耗子不小啊！」

廠長鐵著臉問：「多少？」

那民警說：「光家裡就藏著六十多萬！」

廠長沒有說話，只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這時，姚春成進來了。他一看這陣勢，臉

一下子白了，他喃喃地說：「廠長，我冤枉，

有人誣陷我，我冤枉啊！」當民警讓他在逮捕

證上簽字時，他卻忽地扭過臉來，撲咚一聲跪

下，流著淚對廠長說：「廠長，救救我，你救

救我吧！我，老虧呀，那些……那些錢……我

一分都沒花，我是一分都沒花呀！

廠長也掉淚了，廠長轉過臉去，說：「老

姚，你受黨教育二十多年，你，不該呀…」

兩個警員走上前去，「啪」的一下，把手

銬給他帶了。

在轟鳴的機器聲中，一個個鋼坯像火龍一

樣在軋機中穿行，一路上一次一次地改變著原

有的形狀…

尾聲
三個月後，北鋼總廠走出了低谷，開始轉

虧為盈。

一年後，北鋼的利潤成倍往上翻，一躍而

成為全國著名的特大型鋼鐵企業。

北鋼總廠已煥然一新，各種現代化的設備

已分期分批上馬…

一棟一棟新建的員工住宅大樓拔地而起…

在北鋼的一次與客戶聯歡的舞會上，南方

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對潘亞君說：「老同學，

北鋼的情況這麼好，我準備再投入一些資金，

你看？」

潘亞君微微笑著，婉言拒絕說：「謝謝。

我們不需要了。」

陳西銘試探著說：「要不，等合約到期再

續一段？我們對北鋼有信心。」

潘亞君說：「不。不再續了。用你的話來

說，這是生意。」

在北鋼總廠新建的室內十分豪華的溫水游

泳池門口，一群工人正憑票進場。

在游泳池門口收票的竟是原車間主任黃遂

河。一位青年工人跟他打招呼說：「黃師傅，

今兒你值班呢？」

黃遂河笑笑說：「我值班。快進去吧。」

廠區大道上，不斷有工人們騎著摩托車進

出…

廠外的馬路上，是一個汽車、摩托車、自

行車混雜的世界。在人潮中，可以看到有八輛

摩托車組成的一個小方隊，打頭的仍是萬林，

他騎的摩托車後邊坐著小寶。

在北鋼總廠新建的一個十分高級的住宅小

區裡，八輛摩托威風凜凜地開了進來。他們把

摩托車停在一個門棟前，萬林、劉惠英領著他

們進了萬林剛分的三房一廳的新房。

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說：“頭兒，不錯呀

？該請我們吃喜糖了吧？”

劉惠英不好意思地說：「我媽成天催，他

就不急。」

萬林捋了他一下，笑著說：「你也快了吧

？不是介紹了一個麼？」

一個工人說：「這小子是趕上好時候了！

聽工會的人說，還有姑娘找上門來，說是非北

鋼的工人不嫁。」說著，眾人都笑了。

一位工人說：「頭兒，裝修的活兒，我們

包了。」

一個工人往上指了指說：「我分的就在頭

兒上邊。」

這時，檢查住宅社區的廠長聽到笑聲，推

門走進來。眾人立時圍上來。

眾人都說：「滿意。滿意。」

廠長又說：「萬林，啥時讓我喝你的喜酒

呀？」

萬林笑著說：「快了。她媽催哪…」

廠長說：「好啊，好。萬林啊，我有個請

求…」

萬林忙說：「廠長，你說。」

廠長說：「把小寶交給我吧。你們總會有

自己的孩子。」

廠長說：「我老伴兒一個人在家，很孤啊

。再說，我也快退答應我吧。」

有一位工人說：「廠長，小寶已有四個爸

爸了，你…」

廠長說：「我嘛，賞個臉，就叫個爺爺吧

？小寶，你說哪？」

小寶撲上來，叫了一聲：「爺爺！」

在住宅社區的

水泥路上，廠長領

著小寶在走…

廠長背著手。

小寶也背著手。

天氣很好。

【小說】燃燒的夏天 6之6 李佩甫

說起石匠，那是我國歷史最悠久
最古老的職業之一。流傳千古的碑
文、精美絕倫的石刻佛像、精巧細緻
的寶石雕刻，無不展現了石匠的精湛
手藝。

南京有座棲霞山，棲霞山上有座
千佛岩。傳說千佛岩有一千尊佛像，
是六朝時候一位石匠一個人鑿出來
的，最後一尊佛像一手拿著鑿子，一
手拿著錘子，就是鑿石佛的石匠本
人。

那時，南京是京城，皇帝最信
佛。有一次，他到棲霞寺去進香，看
見棲霞山的山勢好，就說要在棲霞山
上鑿一千尊佛像。太監一聽，就到處
去找手藝好的石匠。湊巧，在棲霞山
腳下，有個石匠年輕力壯，手藝又
好，被太監打聽到了，就把石匠帶去
見皇帝。

從前，見皇帝的規矩大著哩，先
要三跪九叩首，皇帝講話時，只能跪
在地上聽，連頭也不能抬，等皇帝把
話講完，石匠已經跪得兩條腿都站不
直了。石匠心想：你皇帝也是人，叫
我替你辦事情，還讓我跪了老半天，
總有一天，也要叫你給我跪。

石匠心裡這麼想，嘴上可不敢這
麼講，鑿石佛的事更不敢馬虎。從此
以後，石匠就日夜不停地在棲霞山上
鑿石佛了。石匠的手藝確實高，鑿一
尊，是一個樣子，尊尊石佛都不一
樣，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坐
的、站的，各有各的神態，各有各的
姿勢。就這樣，他鑿呀鑿呀，一連鑿
了九百九十九尊，就差一尊了。這
時，太監過來告訴他，明天皇帝要親
自來朝拜石佛，一千尊石佛一定要在
天亮前通通鑿好。

石匠一拍胸脯說：“保證誤不了
事！”於是，他當夜就把最後一尊石
佛鑿了出來。

哪曉得，第二天天亮起來一看，
最後鑿好的那尊石佛不見了，只剩下
一個空空的石窟窿。這下，石匠急壞
了，早不丟，晚不丟，剛巧皇帝今天
要來，偏偏丟了一尊石佛。這不是要
人命嗎？再鑿一尊，時間也來不及
了。

很快，皇帝到了。那皇帝倒是誠
心，見一尊石佛，就跪下來，磕一個
頭。石匠看見了，反倒不急了，心
想：今天我倒要叫你皇帝老兒給我磕
頭拜一拜了。他一手拿著鑿子，一手
舉著鐵錘，輕輕一跳，跳進最後那個

石窟窿，站在那兒，憋著氣，一動也
不動。

此時，皇帝已經連續磕了九百九
十九個頭，早已磕得頭昏眼花，看見
最後一個石窟窿裡還有一尊佛像，不
管三七二十一，“撲通”一聲跪下
去，又磕了一個頭，磕完站起來就走
了。

石匠等人走完，才從石窟窿裡跳
出來，他怕皇帝再來，趕緊依照自己
的樣子，連夜鑿了一尊石像，放在裡
頭。

後來傳來傳去，傳得神了，都說
石匠跳進石窟窿後，就變成石佛像
了。

看過興城牌樓的人都奇怪，牌樓
頂的小石匾內“玉音”的“玉”字為
啥刻成“玊”字呢？

原來這牌樓是明朝大將祖大壽為
自己修的，修牌樓時活很忙，石匠忙
不過來，只好派一個小石匠來刻。小
石匠不認識字，加上日夜勞累，還聽
說祖大壽在錦州降過清，一賭氣就把
玉字的一點刻到肩膀上去，當時誰也
沒在意。

慶祝牌樓落成那天，祖大壽發現
了，他非常生氣，下令把小石匠綁了
起來，要殺小石匠。大家都替小石匠
捏把汗，老石匠卻不慌不忙地從人群
裡走出來，問：“大帥，你為啥要殺
我的小徒弟呀？”

祖大壽說：“他把玉音的玉字刻
錯了，犯了欺君之罪。”

老石匠微微一笑說：“他要不那
麼刻，你可要犯欺君之罪了。”

祖大壽愣了，忙問為什麼。老石
匠 反 問 他 ： “ 你 修 建 牌 樓 可 有 聖
旨？”祖大壽搖搖頭。

老石匠又問：“可是皇上金口玉
音？”祖大壽又搖搖頭。

老石匠接著問：“那你憑啥修這
牌樓？”祖大壽說：“那是皇上點頭
答應的。”

老石匠說：“這就是了，你應該
知道自修牌樓要有聖旨，應成玉旨；
要是皇上親口答應的，那應該刻成玉
音。現在你一無聖旨，二不是皇上親
口答應，只是點點頭。要刻成玉音，
那就是把皇上沒說當成說，你不就犯
了欺君之罪？我的小徒弟這樣一刻，
就是皇上點頭答應的意思。這就把你
的欺君之罪一筆勾銷，是他救了你的
命，你反恩將仇報，要叫皇上知道你
還有個好？”

祖大壽一聽，嚇出一身冷
汗，忙親自給小石匠松了綁，還
賞了十兩銀子給小石匠。

有個商人和石匠是鄰居。這
天，石匠為一筆活計要出遠門，
就對商人說：“我這一罐子錢您
幫我保管著吧。”商人滿口答
應，石匠放心地走了。

過了半年，石匠完工回來，
取回罐子，打開一看，錢沒了，
罐子裡裝的都是石子。石匠問商
人：“這是怎麼回事？”商人
說：“石匠老弟，世上的一切東
西都是在變化的，錢變成石子有
什麼大驚小怪的。”

時隔不久，商人的老婆死
了，扔下個小娃娃。商人要出門
去做生意，請石匠幫著照看孩
子，石匠滿口答應。商人走後，
石匠從市場買來一隻猴子，天天
訓練猴子端茶倒水拿東西。

等到商人回來了，石匠把孩
子藏起來，牽著猴子去見商人。
石 匠 對 猴 子 說 ： “ 你 爸 回 來
了。”猴子把商人拉到屋裡，又
是端茶倒水，又是拿扇子給商人
扇風。

商人驚奇地問：“老弟，我
的孩子呢？”石匠一指猴子：
“這不就是你的孩子嗎？”

商人急了：“這不明明是猴
子嗎？”石匠說：“老哥， 世
上的一切東西都是在變化的，孩子變
成猴子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商人羞愧地說:“老弟，是我錯
了，我把錢還給你，你把孩子還給我
吧。”

從前，有個財主家的小老婆，外
號“金不換”。她為人尖酸刻薄，又
懂行話術語，最喜歡耍弄手藝人。

一天，財主家門口來了個石匠，
高聲喊道：“鍛天鍛地，琢耳墜子
哩！”財主的小老婆出門一看，就想
訛他：“石匠，聽說你鍛天鍛地？”
女人心裡明白：石匠說的天地指的是
一副磨，上磨為天，下磨為地。她用
手指在地上畫了個磨圓圈：“我家這
一副磨你能鍛嗎？”

石匠知道她在有意為難自己，便
說：“你拿塊磚頭，把磨墊起來，我
就能鍛！”女人心裡佩服，就領他到
磨房裡去鍛磨。

石匠一打量，這磨是大號的，他
張口要一吊錢。女人說：“管飯只值

二百五，不管飯頂多給五百！”石匠
說：“錢多少不要緊，鍛磨東家管飯
是老規矩。”說著動手幹了起來。

晌午開飯，用人送來一碟鹽豆，
一碟辣椒，兩張幹烙饃。石匠見狀，
立刻脫下兩隻麻鞋，放到端菜用的託
盤上，又拿錘把往鞋上一橫說：“端
給你東家娘子，她看了就明白了！”
原來，這一鹹一辣和兩張幹餅，是女
人用行規來問石匠，這石匠搭眼就識
破了。他用一雙麻鞋擱上面，叫做
“老腳不走樣”，意思是說過的話要
是不算數，就用鞋底自己打自己的
嘴。這錘把往鞋上一橫，就是說：你
是懂行路的，千萬不要違反了行規，
要不，祖師爺要怪罪於你的。石匠這
一招還真靈。不一會兒，那女人就頭
頂著託盤來見石匠，說：“祖師爺還
鄉了，請師傅整裝迎接！”石匠笑了
笑，接過錘把穿上鞋，隨後，八大碗
的酒席端了上來。

第三天鍛好磨，那女人拿出二百
五十個銅錢給石匠。石匠說：“咱說

好的是一吊錢嘛！我不是說過，錢多
少，叫你不要太緊嗎？”女人還是不
肯添錢。石匠說：“小意思，這錢我
不要啦，不過我得在你家大門兩旁的
石牆上鑿兩行字，東邊‘金不換’，
西邊‘二百五’！”

女人問：“啥是二百五？”
石匠說：“春秋戰國時有個蘇

秦，身拜六國為相，一天被人殺了。
齊王想給蘇秦報仇，就把蘇秦的頭割
下來，掛在城門上，貼出榜文說：蘇
秦裡通吳國，殺了他為齊國除了一
害，兇手是位勇士，當賞黃金千兩。
結果，有四個人來見齊王，爭當兇
手。齊王說：千兩黃金你四人領去平
分，每人可得多少？四人答：二百
五！齊王怒道：好！把這四個‘二百
五’綁去殺了！這就是‘二百五’的
來歷。你願當‘金不換’，還是‘二
百五’？”

女人碰了一鼻子灰，從此再也不
敢耍弄匠人了。

石匠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