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画《徐家汇公园一角》

荩 国画《紫气东来》

严荣镇

1984 年入上海美术家协会国

画进修班学习。 1992 年王星记杯

扇面书画大赛获三等奖。 2000 年

千禧杯全国书画大赛获金奖。2014

年获第三届全国群众文化美术书

法大赛铜奖。 2015 年入选上海书

画院以诗征画全国书画大赛。入选

（当代海上花鸟人物书法百家）。

2019 年入选上海中国画小品展。

上海美协创作沙龙成员。上海中国

画花鸟画艺术沙龙成员。上海市徐

汇区书画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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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殷佩红

现位于蒲汇塘路 55 号的

土山湾博物馆， 建立在土山湾

孤儿工艺院的旧址之上。 每当

想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我都

感怀万分。 这里是我生活过四

年半的地方， 承载着我人生中

具有转折意义的难忘岁月。

1950 年 2 月， 我和 3 个伙

伴从天主教承办的南市新普育

堂转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当

时我 13 岁。

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半工

半读的生活，我学到了很多文化

知识和工艺技能，为今后的工作

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当时在文化

教育方面学的课程主要有语文、

数学和机械制图等，达到初中文

化程度；在技工工艺中主要学了

车工、钳工、铣工、木工、热处理

钣金工等工艺技术，达到了三级

工的水平（我在 1956 年的技工

等级标准考核时，达到了四级工

以上，由于年龄尚小，当时只评

到四级工）。

我于 1954 年 7 月毕业后，

经民政局安排分配到上海市人

民政府建工局保养场工作。 由

于我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学到

了扎实的技术工艺， 再加上在

工作实践中不断地钻研， 所以

能在工作上做到得心应手，得

以独立开展工作。 由于表现突

出，很快地在 1954 年底我就被

调入本单位的技术部门， 从事

机械制图等技术工作。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教学和

实践相结合的“技艺传承”模式

使我们这些土山湾的孩子们受

益匪浅。下面我就来回忆一下在

工艺院接受“技艺传承”的实例。

一、游标卡尺的制作工艺。

即按图加工卡尺全部零件，其

中主要是在手动刻线机上学习

游标尺寸的刻制原理。 卡尺主

体尺寸刻度以实际长度为准，

中部游标尺寸以实长 9 毫米刻

成 10 格，所以对照下部移动中

尺一格，即为十分之一毫米，叫

做 10 丝，也即 10 丝米。 目前应

用的精密游标卡尺是中部游标

尺以实长 49 毫米刻成 50 格，

对照下部移动一格为五十分之

一毫米， 叫作 2 丝， 也即 2 丝

米。 二者基本原理相同。

二、弹簧划线圆规的制作工

艺。即按图纸的要求制作全部零

件，关键是掌握弹簧的热处理工

艺。 先把弹簧烧红，放在油中淬

火，等其变硬，再把弹簧表面用

砂布打光，然后放到熔化的铅浴

中回火，同时观察弹簧表面的颜

色，等其从淡黄、深黄逐渐变成

蓝色，便可取出，冷却即成。这时

弹簧的性能最佳，因为铅的熔化

温度是 300多度， 属中温回火，

也称调质热处理工序。

在现实工作中，对中碳钢以

上的钢材进行热处理调质工序，

可达到钢材的最佳机械物理性

能，比不经过调质工艺的钢材有

成倍的提高，所以在工作中要强

调进行调质热处理工艺的重要

性。 以广州电视塔吊装工程为

例，原设计的履带式吊装轧具中

的连接销未注明热处理要求，但

加工图经过我负责时，特别注明

要求进行热处理调质工序，硬度

要求 HB235-255， 这样能保证

钢材的最佳机械物理性能，保证

前方施工需要。 （未完待续）

13岁进入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上）

�沈道林

我每次回娘家都是大包

小包满载而归，这次也不例外，

且因我颈椎不好，老妈竟然给

我买了个按摩椅。

按摩椅体积有点大，车后

备厢无法合上，到我家楼下后，

我第一反应是先将按摩椅移

出后备厢。

等我费力地将按摩椅拖

到电梯口，准备坐电梯回家时，

却悲催地发现停电了，电梯无

法照常运行。

我家住 12楼， 靠我一个

人将按摩椅扛上楼简直是天

方夜谭。

邻居给我提议：可以出点

钱请人帮忙。

小区旁边巷子里有几个

推着三轮车卖水果的小贩，听

到我的来意，有人动心，但一听

说要上 12楼，便白了我一眼，

硬声硬气地回答：12楼不去。

人家不愿意我也没办法，

只好沮丧地回转，望着按摩椅

思绪所行之法。 小区清洁工老

杨这时走过来， 说：“我帮你扛

上去吧。 ”

老杨身材精瘦，六十多岁

的样子，我狐疑：他能行吗？ 别

扭伤了腰，到时我还得赔偿。

老杨却不等我回答， 走到

按摩椅前，定神看了看，然后转

过身，弯下腰，双手握住扶手，

向上一举， 对我说：“你给我托

一下。 ”按摩椅就到了他背上。

再稍稍移了几下， 迈开步子向

楼梯走去，我跟在他后面，1楼、

2楼、3楼……他渐渐吃力，每

上一层楼都歇息几秒， 我伸手

想托住按摩椅底部， 以此减轻

他的重量， 他轻笑：“你这不管

用。 ”我让他放下按摩椅多歇息

会儿再上楼， 他喘着气说：“不

用。 ”

上到 8楼，他的步子明显

慢下来，两腿微微打颤，汗珠从

额头流到脸颊到脖子，我过意

不去，心想：待会儿多加点钱。

终于到了 12楼， 我赶紧

说：“累坏了吧，就放到门口，我

等会自己移进去。 ”

老杨摇摇头， 喘着粗气

说：“你快开门。 ”门开后，老杨

将按摩椅扛到客厅，问我放在

哪儿后，蹲下身子，将按摩椅平

稳地放下。 我跑到冰箱拿出一

瓶橘子汁请他喝， 他摇头：“不

喝。 ”我又拿出一盒烟递给他，

他还是摇头：“我不抽烟。”我拿

出钱，递给他，他气喘吁吁地

说：“你这妹子， 天天低头不见

抬头见，给什么钱？ ”

我怔怔地，半晌，笨拙地

说：“我请别人也要给钱的。 ”

老杨生气地说：“别人是

别人，我是我。我闺女和你一样

大，她一个人在外面，也经常需

要别人帮忙，我帮你就是帮我

闺女。 ”

是这样的吗？ 有这种说法

吗？我一时不知所措，老杨却迈

出门，“噔、噔、噔”下楼了……

按摩椅

�熊 燕

时光流转，承载着记忆的河流顺

着我前进的方向倒退，一幕幕场景在

我眼前闪过。相比于其他在时光这条

逆流河之中逝去的经历，唯独这一份

宝贵的记忆被我抓在手中。

球场上的少年挥洒着汗水，我也

正打着球。篮球在我手中上下弹

跳， 困难的动作我也熟能生巧。

可正是这时，一个陌生人脚步轻

快地走了过来：“看你打得挺好

的，能不能加上我一个？”听着他

的话，我欣然同意。 可就当我和

他开始打球的时候，篮球被他推

去拨来、一挑一拉，球就这么轻

飘飘地从我头上越过，等我转过

身去看时，他早已将球送入了篮

网。 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是我

最压抑的时候。 他的身手轻捷，

我是摸也摸不到， 防也防不住。

漫长的十二分钟，让我有一种度

秒如年的感觉。他结束后大大咧咧地

笑，观众为他的欢呼仿佛也有着嘲笑

的意味。 我想拔腿就跑，可是身子还

是一步都挪不开。班上的朋友问起那

个大大咧咧满脸笑意的陌生人，我也

逃避着这个问题。

之后的学习里我也还是心系着

这件事，他飞舞的动作在我心里也难

以散去。 直到放学，我也无法逃离这

个想法，我能感受到它好像要将我一

步步拉下深渊。

骑上自行车， 风打在我的脸上，

树叶沙沙地响个不停，地上的蒲公英

也正随风飘舞，上面的种子顺着

风一路向着天。 对啊，蒲公英作

为一朵花，它的种子只能随风而

动，不知命运的去向。 但是经过

数万年的进化，它也还是选择了

这条路。 它明知前路行进困难，

只能听天由命，也奋不顾身地为

它自己的延续而奋斗。 可是我不

仅可以选择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还可以预知风险， 可以提升自己

为自己的未来做铺垫。 从任何角

度看我的处境都比一朵小小的蒲

公英好， 而它却可以做到我做不

到的事， 那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

勇敢，不去改变，迎接全新的自己呢？

我开始努力练习， 不断超越自

己， 凌晨 4 点就开始晨跑。 有一天，

我正训练， 一个男孩拍了拍我的肩

膀，我回头，还是他，同样的地点、人

物，可我的心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一次，我不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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