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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有个视若珍宝的物件，在他眼里，这物件简直和

传家宝一样，每过一段时间，爷爷就会把它拿出来，用软布

仔仔细细地擦拭一番。

小时候，我还不认识这个物件，它由三根木条组成，上

面有密密麻麻的刻度和数字，中间一根可以抽出来推进去。

我想把它当作我的一把宝剑，却被大人严厉地制止了。 稍大

一些，我才知道，这个物件，原来叫“计算尺”。

“计算尺？ ”我疑惑不解，把这东西翻来覆去地看

也没看出窍门。“就是计算用的。 ”爷爷简短解释了一

下，又把它从我手里拿了回去：“你现在还不会用，再

大一些我教你用。 ”

再后来，我注意到这把计算尺上刻了一排小字：

“某某某型号科研组”，问过爷爷，才知道了这物件背

后的故事。

当时，爷爷所在的科研单位属于“两弹”科研系

统。 虽说是国家支持的重点科研系统，可在那个“一

穷二白”的年代，什么都缺，尤其是先进的科研设备。 科技

人员大多只能配备这样的计算尺用于工作。

“别小看这东西，像对数、指数计算、三角函数、双曲函

数、开根、求幂什么的都可以求解，我这把还可以精确到三

位有效数字！ ”爷爷挥舞着计算尺，兴奋地说着：“当年，我

们就靠一把尺，一支笔，就完成了实验的理论计算，光记录

数据的演算纸就堆了满满一间办公室！ ”说到这里，仿佛那

把尺在他手里真的变成了一把宝剑，一把解决计算难题的

神兵利器。

爷爷接着讲道：“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们才开始有计

算器可以用。 再到 1995、1996 年，我们科研单位才开始引

入计算机。 ”

“那会儿的计算机性能也不行，软件也没有。 尤其复杂

计算，公式套公式、数据套数据，都得靠自己编程序。 ”爸爸

在一旁插了一句。

“你们现在幸福啊，人人都有计算机可以用，以

前我们算三天的工作， 你们电脑上几分钟就可以完

成了。 像你爸爸他们，离了计算机，工作就没办法开

展了。 ”爷爷说着，抚摸着计算尺，言语里透着一丝丝

羡慕与不甘。

“那就是说，这东西现在没用了？ ”我在一旁问

道。“不能这么说！虽然计算尺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你

爷爷还是把它珍藏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爸爸瞪

了我一眼，接着说：“这把尺子，可算得上是历史的见

证了，也是你爷爷那一代科研人员的珍贵记忆。 ”说完，爸

爸给了我一连串的名字：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

于敏，让我自己去网上搜索，多了解一下。

查完资料，我才想起，爷爷放计算尺的盒子里，还有一

张印着毛笔字的纸，上面写着“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

抚今追昔，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我要向我们家最值

得尊敬的人致敬，也要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而不惜流血流汗、无私奉献的奋斗者们致敬！

刊头书法 吉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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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即公共道德，也称社会公德，

它与“私德”相对，相较于“私德”———个

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

道德， 公德是指存在于社会群体中间的

道德，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为

了群体的公共利益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

范。 公德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

者一个群体，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

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 公

德是维持公共秩序的基石， 是调整人际

关系的准星， 是衡量一个民族进步的标

志。

公德，就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人们前

进的方向；就像一颗宝石，外表朴素，却

价值连城；就像一池荷花，虽出污泥，却

清香四溢。公德是一种大爱。疫情让人看

到了人性的丑陋，更见识了人性的光辉。

可不是吗？ 在今年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

许多志愿者公而无私， 舍小家为大家的

动人事例，比如有对年轻恋人，为投身抗

疫毅然推迟婚期；“面对困难， 肯定是我

们党员先上 ”的居委党员干部；下沉基

层的机关干部争当志愿者等等。

公德，作为公共道德，更多见于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用“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

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20 个字，对社会

公德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确规范。 广大人

民群众以此为准，涌现了许多优秀事迹。

厦门的用水比较紧张，一天，著名经济学

家、 前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儿媳妇得知

明天要节水， 想到公公的蚊帐实在太脏

了，打算抓紧时机洗一洗。 王亚南知道后

十分生气地说：“明天要节水，怎么还洗？

给我捞出来！ ”儿媳感到委屈，顶了一句：

“人家在抢水，校长家洗顶蚊帐，也不见

得就是特殊化。 ”王亚南平静地答道：“我

现在已不是校长，但还是个公民，公民就

得有公德心，只有大家齐心，才能克服用

水的困难。 ”

“公民就得有公德心！ ”说得多好！ 我

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义务。 ”公民公民，可知是聚众

而居，而不是独居于世外桃源。 既然生活

在公众中，就得以公德来约束自己，也即

是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觉

遵守社会公德。 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需要， 也直接关系到全体人

民的切身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人往往只要求

公民的权利，而忽视了公民的义务，缺少

一点公德之心。 比如购买紧俏商品，人家

依次排队，它却在众目睽睽之公然插队；

公众场合，目无旁人，呼朋唤友，大声吆

喝；在家里千方百计节约用电、用水，在

单位却对“长明灯”、“长流水”视而不见；

身居高楼之上， 却把楼下的公共场所当

作“垃圾箱”，污水脏物，随时抛出。 凡此

种种， 都是只图个人方便， 不顾公共利

益，违反了社会公德，应该受到公众舆论

的谴责。 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谁遇

到缺德事不立即感到厌恶， 遇到美事不

立即感到喜悦，谁就没有道德感，这样的

人就没有良心。 ”

公民应有公德心，公德就得都遵守。

我们且以一副藏名联作结： 公映天碧荷

显洁，德深山幽兰自芳。

在蜿蜒的长江尽头， 有着美丽的崇明岛，

在岛上，住着我的奶奶。 小时候，我经常在奶奶

家住。 每天早晨，她都会穿戴整齐去照顾她的

土地，而我喜欢跟在她左右，在田头玩耍，听她

讲她和土地的不解之缘。

奶奶原来是上海市区人，嫁给了世代农民

的爷爷。 作为一个从小在市区长大的城里人，

不会干农活，她还经常被人嘲笑。 但是，奶奶坚

持了下来，她说：“既然到了这里，我就要精彩

地活下去！ ”

从此， 奶奶就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 而脚下的这块土地，见证了奶奶与命运的

抗争。 不服输的奶奶铆足了劲儿跟着爷爷学农

活。 奶奶经常说：“你看现在，种水稻都是用机

器播种收割。 想当年啊，我们人工插秧，既要

快，又要齐，还要争先进，每天回到家，腰都挺

不直。 但是，只要你付出了，坚持了，就会得到

不同凡响的收获。 ”奶奶的“好胜”使她赢得了

尊重。 奶奶的努力乐观和坚强执着影响着我。

奶奶有一张珍贵照片。 那是奶奶和爷爷在

他们自己造的第一间房子前照的。 房子没有瓦

片，屋顶是茅草，天花板是用芦苇编的。 但爷爷

奶奶依旧笑得很开心，即使是身后简陋的房屋

占据了大部分背景，笑容中发自内心的幸福也

非常耀眼，用奶奶的话说，这间茅草顶的房子

是他们自力更生的见证。

奶奶还有很多得意的秘诀，比如用纸糊住

芦苇天花板，漂亮又干净，这是奶奶的独创，惹

得邻居纷纷仿效……

老故事，奶奶反复讲，我也喜欢反复听。 我

知道，奶奶因自立而骄傲，因自立而快乐。

“牢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需自力更生。 ”

早已成了我们家的家风， 也成为我们家庭和

睦、生活幸福的源泉。

“你爸爸考上了大学，争气懂事，我们的日

子越过越好。 ”“要说共产党的好，就看我们家。

如今，你爷爷也有了农保，我也拿到了退休工

资，还有医保，谁会想到原来的农村贫困户现

在过得那么好，农民也翻身了，这要在旧社会

是不可能的。 ”“我们村的示范路修好了……”

每次回老家，奶奶还是会和我絮絮叨叨，说老

故事，也讲新故事，说我们小家的幸福生活，也

说中华大家庭的繁荣发展。

漫谈“公德”

�朱亚夫

家 风

�徐汇中学 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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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间按键卧深潭，

力拨阴霾闯险关。

跨山越水频传信，

破围支前挽狂澜。

译码助军长江渡，

布阵护民申城安。

而今盛世慰英烈，

信仰永驻续登攀。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主人公的原型李白夫妇 1942

年居住在建国西路 384弄 10 号。 这栋三层花园住宅曾是中

共地下党秘密电台所在地，现为民宅（如图）。

这是一栋三层砖木结构、双坡硬山顶、水泥拉毛外墙的

花园住宅， 属于旧式里弄的石库门建筑， 外部不显山不露

水，加之当时地处租界之内，安全性更高。 1942年，中共地下

党组织通过这栋房子里的秘密电台， 使党中央所在地陕北

延安与上海地下党之间架起了红色电波的“桥梁”。 1942 年

9 月的一个深夜，日本宪兵侦破了电台，李白夫妇被捕。

1948 年春， 中共上海局决定以这栋住宅作为机要译电

重地。 译电员朱志良夫妇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夫妇

先后住进此处， 这幢看似普通的小洋楼又成为中共地下组

织的联络点和指挥所。

时过境迁。 如今的建国西路 384 弄 10 号，早已回归百

姓宁静幸福的寻常生活， 而这正是对革命前辈无悔付出的

最好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