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肃宁县梁
家村镇北曹家庄村的一个
农家小院里聚满了人。寒
来暑往，每个星期六的晚
上，小院里的灯都会准时
亮起。

这是杨国柱的家。69
岁的他，在这个小院里义
务教习太祖长拳、戳脚已
经整整10年了。

传下来的规矩

10年间，不止一个人
这样问杨国柱：“为啥非要
义务教，挣点儿钱不好
吗？”

每一次，他都义正词
严地反问道：“怎么能收钱
呢？教拳是传承，不是买
卖！”

杨国柱这样说是有原
因的。

他 18岁开始学拳，先
后拜了 3位师父，每位师
父都是这么教过来的。

河间市兴村镇龙王村
距离杨国柱的家有 10多公
里，他的 3位老师都住在
这里。“当初一起学拳的小
伙伴有 10多个人，师父们
不但不收钱，还上门来
教。”杨国柱清楚地记得，
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就
去师父家里学，为的是能
让师父少跑几里路。雨要
是下得大，师兄弟们就留
宿在师父家里，第二天吃
完早饭再回去。

师父们不但义务教
拳，还管吃管住。杨国柱
心存感激，而师父们却
说：“教拳从来都不是买
卖，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
规矩。”

“收费的事，我不干”

杨国柱义务授拳是从
2012年开始的。

那一年，因为老伴儿
得了脑血栓，原本在北京
打工的杨国柱回到肃宁老
家，专心照顾她。

杨国柱是个闲不住的
人，朋友便给他出了个主
意——在家开武馆，既方
便照顾老伴儿，还能挣上
一笔钱。

杨国柱来了兴趣：“教
拳没问题，但收费的事，
我不干！”

就这样，杨国柱的公
益武术班办起来了。

他平日里专心照顾老
伴儿，每天蹬着三轮车拉
着她满世界转，让她解闷
儿。到了星期六晚上，他
就成了义务授拳的“杨老
师”。虽然辛苦，但上课的
时候，小院里热热闹闹
的，老伴儿瞧着欢喜，杨
国柱心里也欢喜。

杨国柱不仅拳打得
好，为人更是热情、厚
道，武术班一开班就引来
了不少学生。

这些年，杨国柱先后

教了 100多个孩子，不光
有本村、本镇的，还有临
县的。他从没收过一分
钱，还时常自掏腰包购买
服装、器械。家长们心存
感激，三番五次把钱送到
他家里，但都被他一一谢
绝。

“杨老师这人太好了！
平时照顾老伴儿就够辛苦
了，还坚持义务教拳这么
多年。我家孩子跟着他，
不仅学会了一身功夫，更
重要的是学会了怎样做
人。”肃宁县窝北镇宋家庄
村村民孙国勇说。

和孙国勇一样，在很
多家长心里，把孩子送到
杨国柱这里，放心、踏实。

杨国柱名声在外。这
些年，常有拳馆高薪聘请
他前去授课，但都被婉言
谢绝：“当年我学拳时，师
父就是免费教的，现在轮
到我来教了，规矩不能
破！”

爱心在传递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
国柱患上了腿疾。即使这
样，他也没有放弃教孩子
们习武。

这两年，因为疫情原
因，武术班的课程受到了
很大影响。有人劝杨国
柱：“既然身体不好，干脆
趁这个机会把武术班停了
吧。”

杨国柱明白人家是好
心，但他觉得这事儿不能
这么干：“家长把孩子送来
了，就是对咱的信任。再
说了，师父们把一身功夫
教给了我，我就有义务传
下去！”

于是，杨国柱教得更
起劲儿了。

疫情期间，杨国柱建
起了北曹庄武术微信群。
不能上课的时候，杨国柱
就在微信群里教孩子们线
上学武术。到现在，微信
群已经有130多人了。

在他的带动下，师兄
弟们纷纷加入进来，组成
了武术班的教练团队，就
连最早的那批学生也利用
假期时间过来帮忙。不仅
如此，镇政府和村“两
委”也给予了他很大支
持，为孩子们置办了服
装、器械。

如今，十里八乡的村

民几乎都知道，北曹庄村
有个武术班，孩子学武术
不花钱。大家对杨国柱的
付出和他对武术的痴情都
充满了敬意。

“看着孩子们练武的身
影，我心里高兴。师父教
给我的，我照着样子传下
去了，希望这些孩子也能
传承下去。”杨国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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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拳是传承教拳是传承，，
不是买卖不是买卖””

不久前，2022 年中国网络
文明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
焦网络行业热点，探讨网络文
明 构 建 。 网 络 安 全 、 网 络 谣
言、网络暴力……一系列关于
网络文明的讨论，再次成为舆
论热点。

“小区里来救护车了，可能
是出密接了”“这姑娘长得好
看 ， 和 某 某 结 婚 肯 定 是 图
钱”……微信聊天、朋友圈、视
频、直播，在网络世界，充斥着
类似的言语。就连农村老太太，
连刷好几个视频后都觉得千里之
外的某青年寻亲是为了博人眼

球。
如今，人人都是自媒体，网

络信息铺天盖地、包罗万象，每
天都有新鲜事、新话题涌至眼
前，一个视频传来传去最后成了
谣言，一则信息左评右论最后成
了网暴。

因为网暴，有的人患上了抑
郁症，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谣言，使一些单位或个人造
成了经济损失，给社会带来了负
面影响。

一项调查显示：2012 年到
2021年，中国网民规模从5.64亿
增长到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从

42.1%提升到73%，形成了全球最
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互联网创造便捷生活的同时，网
络乱象也滋生蔓延。网络暴力、
信息泄露、造谣传谣、电信诈骗
等现象屡禁不止。

在众多网络平台上，积极向上
的正能量占了主导地位，但也夹杂
着不文明行为，尤其是在“流量”
的驱使下，许多人把利益放在了首
位，而忽略了网络的文明。

网络是个虚拟世界，但也需
要文明的秩序。

构建一个文明向上的网络
世界，每个人都有责任。作为

普通网民，我们首先要掌握必
备的防护技能，丰富自身网络
安全知识，不随意打开不明网
站和信息，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和身份信息。更要提高自身文
明修养，不做“键盘侠”，遇事
理性发声，对不了解的事情不
妄加评论，更不添油加醋进行
网络暴力。

让我们一起，汇聚每一份正
能量，让网络空间晴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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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饼摊上的女诗人煎饼摊上的女诗人煎饼摊上的女诗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殷 实

吴红立的诗几乎都是在煎饼摊上完成的。前者丰富了她的内心，后者撑起了她的家庭。

她出摊儿必带着几本诗集，“可以没空看，但不能不带。”吴红立爱读诗更爱写诗，在她的诗里，能看到冰冻的河流、金黄的麦穗，

还有陪伴了她14年的煎饼摊和每天都少不了的油条、鸡蛋。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张思璇 郭艳茹

到了下午，吴红立也
不得闲，要忙着进货，准
备第二天用的食材。

5时左右，吴红立来到
摊点，在第一批顾客到来
前，她可以短暂地完全投入
到诗词的世界里。

一过9时，顾客就少了，吴
红立在煎饼摊上读起书来。她出
摊儿必带着几本诗集，“可以没
空看，但不能不带”。

凌晨五六点，这几乎是吴红立一天
之中最自由、最美好的时段——

51岁的她经营着一个煎饼摊。每天
凌晨3点起床，切葱、和面、配料、收拾
家务……5时左右来到摊点，在第一批顾
客到来前的这一两个小时，她可以短暂
地让自己完全投入到诗词的世界里。之
后便是柴米油盐、忙忙碌碌的一天，直
到第二天的这个时候，才能重新回到诗
词上。

吴红立爱读诗更爱写诗。10年来，
她创作的数百首古体诗词，几乎都是在
煎饼摊上完成的。前者丰富了她的内
心，后者撑起了她的家庭。

煎饼与诗

新华区石港路的河北汽贸交通管理
服务站门口有不少早点摊，吴红立的煎
饼摊是人气最旺的一个。

大多数人是为她的煎饼而来，但也
有一部分是抱着猎奇的心态。

去年 3月，她写了一首《临江仙·饼
样人生》，并印在自己设计的包装袋上
——“各色杂粮与净水，随心画个圆
圆。香葱鸡蛋最争妍，辣椒温肺腑，面
酱一层鲜。检点生涯原似饼，行来亦有
辛甘。个中莫要问因缘，经时如细品，
有味是清欢。”

摊煎饼的大姐竟和古诗词擦出了火
花，好奇的人纷至沓来。

其实，吴红立会写诗这件事，老顾
客们大多很早就知道了。在她的诗里，
能看到冰冻的河流、金黄的麦穗，还有
陪伴了她 14年的煎饼摊和每天都少不了
的油条、鸡蛋。有人把她比作余秀华，
那个才华横溢的农民诗人，但吴红立并
不知道这个在顾客口中和自己很像的
人。因为她更喜欢古体诗词，更何况，
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花在诗词歌赋上，
婚姻、孩子、赚钱、家务，才是她说得
最多，也是想得最多的。

34岁之前，吴红立一直在老家肃宁
县农村生活。上学时，她的语文成绩和
数学成绩在班里常得第一，只不过一个
是正数，一个是倒数。严重偏科导致她
初中毕业就离开了校园，这成了吴红立
最大的痛点。

也正因如此，女儿5岁那年，她说什
么也要搬来沧州生活，只为孩子能接受
更好的教育。搬家那天，吴红立就带了
两床被、几件衣服，可诗词方面的书却
有两大箱，那是她的最爱。

刚来沧州那几年，她做过临时工、
当过保管员，“没什么本事，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眼瞅着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
吴红立咬了咬牙，花 2000元钱学了摊煎
饼的手艺，又花 2000元买工具，支起了
这个煎饼摊。

煎饼摊开业的日子和沧州金宝地下
商业街是同一天，这是吴红立特意选
的，她觉得“金宝”这名字吉利。

“心灵成长”

做小买卖并不容易，尤其到了三伏
天，守着煎饼炉子，热得吴红立上不来气。

但和辛苦相比，更大的挑战来自心
里。

吴红立脸皮儿薄，最初那段时间，
她生怕被人认出来，结果一连好几天没
怎么开张。

没有顾客，吴红立就在煎饼摊上读

书。她出摊儿必带着几本诗集，“可以没
空看，但不能不带”，这是她多年养成的
习惯，雷打不动。

她最爱苏轼，爱他作品里的豁达和
豪气。当读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时，她想到了自
己，“苏轼一生起起落落，还能写出这样
的词句。我得向他学习，靠自己手艺挣
钱吃饭，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诗词给了吴红立坚持下去的力量。她
放下所谓的面子，去吆喝，去同行那里

“偷师”……煎饼摊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吴红立更爱诗词了。她可以不买新

衣，可以粗茶淡饭，却不能一日不读
诗；看诗集前，她必洗一遍手，不管手
上有没有脏东西……

2012年，一位看到吴红立读诗的顾
客，把她拉进了一个古诗词创作群。

创作群名叫“心灵成长”，吴红立觉
得这名字简直起到了自己心里。

写诗并不容易。吴红立第一次尝试
创作，一首七绝只写了两句半，她萌生
了退意：“群成员都是老师，我这个摊煎
饼的跟着凑什么热闹……”

群里一位大学教授鼓励她：“你别怕
难，要坚持，写完以后用本子把自己的
诗编写成册，抄录下来，说不定以后你
也是诗人。”这句话，她记在了心里，并
成为她认真写诗的动力。

苔花绽放

吴红立从前敏感、胆小，遇到事会
本能地把自己藏起来。但在诗词中，过
往压抑的东西仿佛全都消散了，甚至表
现出以往少见的气魄。

吴红立的诗大多是在煎饼摊上完成
的——一边摊煎饼，一边创作。为这，
她经常走神。顾客问她多少钱，她答
复：“还差两个字”；顾客不吃辣椒，她

随手加了辣椒；顾客要一个鸡蛋，她随
手打了两个……出了错，她就白送，谓
之曰：“有优惠活动！”

有人笑她：“一个摊煎饼的，冒充什
么文化人？”

她转头写了一首《临江仙·鸡蛋》，
予以反驳：“恰是椭圆藏混沌，清黄暂且
封存。阴晴冷暖隔重门。一枚一世界，
内里有乾坤。历历红尘修炼处，且由炉
火持温。淡看世事任纷纭。他时成凤
骨，待我驭青云。”

吴红立每天凌晨 3点起床，5时左右
出摊儿，快到中午才往家返。下午也不
得闲，要忙着进货，准备第二天用的食
材。她一年到头也休息不了两三天，诗
词就是最好的生活调味剂。

吴红立卧室门口挂着友人送的一幅
字，上面写着“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她每天进进出出，都忍不住看两
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