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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足迹》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描写城市里、工厂中人们错综复杂的故事，把一些干部工人的典型作为、心理状态、事件因
果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人性的许多特征。        故事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许多人的生存状况。石必
信出身贫贱，他穷则思变，从两手空空，经过不懈地努力，成为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他是一个感情
丰富的人，经过爱情的挫折，获得了美满。这当中有良师益友的帮助也有机遇，关键还是在于他自己
的意志。在他交往的一系列人物中，有善良可敬的榜样，也有贪得无厌，耍小聪明的人。洪春旺心术
不正，落得常年卧床不起；尤习刚醋劲儿太大，饱受感情折磨；有人为了金钱、女色、瞬间的快乐，
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前程，遭受无尽的烦恼，甚至丢掉性命；还有些人品味低下害人害己。         文
中显示，为人处事要有志气，要有点精神，要为社会作贡献为己任；最伟大的力量，是追求的力量；
一切美好的生活都是自己创造的，但是要合理合法。         作者认真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小说的情节还隐喻了做人的哲理。每一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历史，让他们的足迹跃然
纸上，供读者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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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个老人对年轻人的忠言
★�一个时代给另一个时代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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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看不见的足迹》的笔记-第1页

        第一章�起步隐现人生轨迹

人生如春花怒放风吹落，风光何处觅？走好人生不易。常言道：从小不记事，记事不懂事，懂事不明
事，明事无憾事。人如果能从小明辨事理，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世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忙于追求，认为
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动机决定追求的结果，形成千差万别的人生，撒下一路足迹。此文为一些普通
人的奋斗片段，时过境迁，历历在目。但求读者闲时品味，看他人是非曲直也是乐趣，或许有所借鉴
。切莫与周围的人事挂钩、猜想、追根求源，恕作者妄语。
说也凑巧，石必信出生那天，天刚亮，母亲杨石氏一阵接着一阵腹痛，知要临盆。孩子的父亲石冬生
赶紧去请接生婆，刚出门几步，冬生眼前一亮，他在家门口的地上，看到一支笔，他弯腰拾起。黄铜
笔套，崭新的笔杆，笔杆上还有一排小字，他不认识，打开笔一看，笔尖是白的，尖尖的，硬硬的，
一点黑墨也没有，这分明是一支还没用过的新笔。他见过别人用笔写字，但是他没有摸过笔，更没有
拥有过，今天，笔在手中，他心里一阵惊喜，如获至宝，暗想，莫非上天显灵？他赶紧把笔揣在怀里
，飞奔而去。
孩子降临，是个男婴，母子平安，大家欢天喜地。三天过后，石冬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把拾到笔
的事告诉了妻子，掏出那支笔给妻子看。杨石氏看后说：“这是支新笔，不知是谁掉的，赶紧还给人
家才好。”冬生说：“天刚麻麻亮，外面一个人也没有，还给谁？要掉是老天爷掉的，老天爷看我们
家祖祖辈辈都是文盲，斗大的字认不得二升，这回生了儿子，分明是叫我们的儿子成为文化人。”杨
石氏听他一说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冬生继续肯定地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拉棍子要饭也要供孩子上
学，好有个出头之日。”夫妻俩商量后，给孩子起名叫石笔兴，意思是拾到笔会兴旺发达。
很快石必信出生已经半年多了，早已卸掉了襁褓，这一天他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杨石氏给儿子洗澡
，他的皮肤已由红慢慢转成肤色。洗过澡以后，把他赤条条仰面放在床单上，石冬生过来，把那支笔
给儿子看，逗孩子玩。石必信手舞足蹈、眨着眼睛很活跃，小嘴巴微张，嘴角上翘，他仿佛在笑，显
露出人的欲望本能，同时隐现出人的心地单纯、性情率直的天性。石冬生看不出这些深刻的内涵，他
只看到了自己有希望，他把笔放在儿子的手里，谁知石必信抓住那支笔不松手，石冬生和杨石氏非常
高兴。由于家里没有贵重物品，也没有放贵重物品的地方，打那以后这支笔也不知去向。
在给孩子上户口那天，户籍员问：“孩子叫什么名字？”石冬生说：“石笔兴。”由于冬生写不出来
，也不好意思说拾到笔的经过。户籍员根据户主的发音，把孩子的名字写成了 “石必信”。含含糊糊
，笔兴也好，必信也好，孩子的父母都认了，小名叫“信儿”。过了两年，母亲又给信儿生了个妹妹
，取名石秀英，小名秀英。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虽然清淡，也还太平。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信儿已经上学了，母亲经常教导信儿：“读书要用心，从小读书不用心，不知书
里有黄金，知到书里有黄金，昼夜读书到天明。”信儿也争气，读书像“喝”书一样，学习是他的最
爱，他虽然不是很聪明，但是他“笨鸟先飞”，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由于父母都没有一技之长，也找
不到固定工作，仅靠收废品度日，天一亮就担着担子，走街串巷收破布烂棉花、书报纸、废铜烂铁、
玻璃、瓶子、废旧衣物。别人把脏东西往外摔，他把废物往家里收，收到家里以后，还要经过整理，
分类，有人上门收购，也有的卖给废品收购站。日子过得很艰苦，买菜只能买些别人卖不掉的菜，有
时还捡一些菜贩丢弃的边角菜，吃荤菜是奢望。穿的是收来的废旧衣物、破鞋袜。住在城市里贫民相
对集中的地方，自己搭建的简易平房，也有蓝底白字的门牌号码144号。
石必信十岁那年，星期天跟着妈妈到城外菜园地去拾菜。已经进入了冬季，菜园里的瓜果豆类已经连
根拔去了，一块块菜畦生长着耐寒的蔬菜，最多的是青菜、大白菜、葱和菠菜，在收过青菜的地里到
处是菜农遗弃的还有青色的菜边。妈妈说：“打过霜的青菜赛羊肉，菜边也好吃。”石必信蹲在地上
卖力的拣，冻红的小手把黄叶边撕去，留青的部分放到妈妈的菜篮里。菜农的辣椒秧拔掉了，上面还
遗留的刚成形的小辣椒；有些地里还有像手指头一样的小萝卜，也些都是石必信拾菜的对象。菜农们
知道来拾菜的人都是穷人，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撵拾菜的。也有的菜农看拾菜的来了，把眼睛睁得圆
圆的，生怕他们偷菜。某种意义上讲，拾菜的跟讨饭的差不多，石必信不懂，他认为拾菜也是一种劳
动，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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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企业的食堂倾倒的煤灰堆，他俩扒开上面的灰，拣没有烧尽的煤核，石必信
想，这是好东西，拣回家后，用水和和，做成一团团煤块，晒干了烧饭，就不要花钱买煤了。他用手
使劲地扒，细心地寻找，发现烧过的煤块，搓掉外表的白灰，把一个又一个黑色的煤核放到妈妈带来
的布口袋里，一双手像猪爪子一样黑乎乎的，还傻傻地笑，看着妈妈，想讨妈妈的喜欢。
信儿目睹父母的艰辛，家庭的贫寒，产生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的肩膀没有别人硬，和别人说话都不
敢大声，有时不敢讲话，更不敢惹是生非，即使在外面被别的小孩欺负了，回家也不干讲。长时间的
贫贱压抑，使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逐渐滋生了一种穷则思变，强烈的奋斗欲，想长大后成为出类
拔萃的人。父亲的忠诚、勤劳，母亲的贤良、仁爱都传给了他，加上他居住的环境，造就了他极富同
情心。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转眼石必信已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正要跨进中学门，父亲由于连日老累再加
异常酷热，倒床一病不起，没有钱也想不到去医院看病。连续几天昏迷不醒，犹如屋漏又遇连阴雨，
家里几乎揭不开锅盖。十几平方米低矮的住房内，除了床和锅碗瓢盆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在这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居委会送来了五元钱，困难补助金，救急。好心的邻居们都同情石冬生一家，纷纷
传单方、扎针、刮穴位，有的还送来药品。
刘大爷五十多岁，也靠收废品为生。他终生未娶，是石家的近邻。平时两家关系较好，冬生生病他也
非常着急。他来到石家，看看床上的石冬生病得不轻，问长问短，无奈地叹了口气，又看看石必信，
对杨石氏说：“常言道:‘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信儿已成大男孩了，可以到附近的作坊学徒，
管吃管喝每月还能拿几块钱。我可以帮你们去说说。”几天来杨石氏急得愁眉不展，睁着一双无神含
泪的眼睛茫然地说：“孩子才十三岁，人家肯要吗？要么，我去找活干。”刘大爷说：“男子汉都找
不到工作，你一个体弱的女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再说你出去工作，家里哪个管？还是我去帮信儿试试
看。”石必信在一旁听大人讲话，心里像刀割一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父亲生病在床，看病的钱
都没有，吃饭都成问题，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上中学？痴心妄想！他跑到外面没人的地方，泪水不
由自主地往下淌，竟然放声地痛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天黑了，他很饿，回到了家。刘大爷走了，家
里像一潭死水，父亲无声息地躺在床上。妈妈烧了用拣来的菜边和米一起煮的饭，看不到多少米，不
干不稀，可是不多。黄瘦弱小的妹妹秀英坐在墙角，睜着一双无神的眼睛看着菜饭，石必信饥肠辘辘
，他猛地直起腰杆转身出门，被妈妈叫了回来：“信儿，不懂事的孩子，吃饭了，你往哪里跑？”无
奈，石必信转身回来，拿一个碗，用锅铲把米饭往一边拨拨，拣发黄的菜边盛了一碗，胡乱地吞咽下
去。
石冬生命大，可能是家庭重担不允许他离去，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二十几天，居然能坐起来了，喝
了些饭汤，又将养了几天，可以走动了，一个濒临衰败的家又有了希望，石冬生仍干本行。听说要送
儿子去学徒，他坚决反对，坚定地说：“除非我死了，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孩子上学。儿子女儿都要上
学，绝不能像我。”
石必信上了中学，他把中学的校徽端正地别在胸前，他深知这枚校徽来之不易，他爱这枚校徽，他感
到骄傲、自豪。衣裳虽然破旧而且不合身，但洗得干干净净。和其他孩子一样背着妈妈缝的书包，三
五成群喜笑颜开的到学校去。端坐在教室里认真地聆听老师讲课。
石必信一有时间就跟随刘大爷一起走街串巷收废品。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为了补贴家用，石必信可
以单独收废品了，在星期天或节假日他都要走街串巷收废品。他只会收玻璃、酒瓶、废铜、烂铁。而
且不敢在家的附近、学校周围收，怕碰到同学和熟人，看不起他、拿他取笑。总是走得远远的，刚开
始不好意思吆喝，不吆喝人家怎么知到你收废品呢？慢慢地学会了吆喝：“玻璃、酒瓶拿来卖，废铜
、烂铁拿来卖⋯⋯”。石必信年龄虽小但很机灵，称秤算账又快又准。穷人的孩子特别能吃苦，收来
的东西自然有人上门收购，每天也能赚几角钱。他把钱交给妈妈聚起来繳学费、书本费，还可以买学
习用品。这一天石必信自作主张买了一包较好的香烟，恭恭敬敬地送给刘大爷，感谢刘大爷对自己的
关爱。刘大爷非常喜欢信儿，把信儿夸得像一朵花似的，据说那包烟刘大爷几天只舍得吸一支，细品
人间的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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