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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86岁
职业：学徒、教师、主编
感言：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超越自我。

人物：陈立献名

片

1954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酱园学徒、扫盲教师、
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译注
主编……86 岁的陈立献老
师，虽然只有小学文凭，而
之后的每个身份，都藏着不
一般的故事，甚至有点儿传
奇的味道。

陈立献出生于晋江，父
亲在南安洪濑经商，1950年
随父到此地读洪濑小学三
年级。1953年因初考落第，
1954年便到泉州谋生。在
东街源生酱园当学徒。每
月发路费 2 块，为了买书，
他舍不得坐车。每次回家，
从东街步行到洪濑 28 公
里，出发前，他把要背诵的

古诗文抄在纸上。他在路上
边走边诵读，《千家诗》《唐诗
三百首》《幼学琼林》《昔时贤
文》及《古文观止》的一些篇
章是他走路时的“功课”，他
是一个“走读生”。

1956年对私改造后，源
生酱园并入泉州酱油合作
商店，他就成为店员。1958
年调往泉州摊管会，他说值
得回忆的有两件事。

其一，国家开展一次声
势浩大、家喻户晓的扫盲运
动。泉州商业系统也紧跟
时代步伐，融入扫盲的洪
流。

小学毕业的陈立献，在
商店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市摊管会派他到开元寺“汉

语拼音学习班”学习，培训
当专职扫盲教师。那时，该
系统 23 个行业，文盲率女
店员有80%，男店员有50%。

当时推行祁建华的注
音识字——《速成识字法》：
要求在一年内脱盲，会认
1500~2000 个字，能读通俗
报纸，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
短文。店规民约：凡年龄50
岁及以下的文盲者必须入
学，50岁以上的自愿参加学
习。出全勤的奖励，缺课一
天，扣工资两毛钱。50岁以
上的不少店员也争先报名，
舒心过一回学生瘾。学员
有婆媳同学、妯娌同班、夫
妻同桌，其声朗朗，其乐融
融，亘古未有也。

其时，聘请 16 位业余
教师。扫盲班分设钟楼、土
山街、南门三个地点，每个
地点分早、中、晚三班。这
样便于不同行业、不同地点
的学员，选择适时就近入
学。学员先学会写自己的
姓名，认识“姑姨舅妗、父母
伯叔、兄弟姐妹、妯娌婶
婆”。教学结合实际，重点
学会写经营的商品名，能开
发票。一年后，三分之二的
学员脱盲进入业余高小班
学习。其余的继续“回炉”，
拼班缩时，不达到目的决不
罢休。

其二，泉州摊管会决定
所属 23个行业举行一次运
动会。入场式从南门桥头

起步，24 个行业，24 杆店
旗，彩旗飘扬其间。参赛进
场的有五百多名店员，最具
特色的是老中青都有。比
赛的项目有男篮，五支球队
争夺名次赛；女篮是定位投
篮。还有扔手榴弹、拔河、
接力跑、比臂力、象棋赛
等。平凡的小商小贩当了
一回运动员，榜上有名就像
中彩票一样开心。

这期间，他阅读大量现
代文学作品。晚上，到新华
书店读文学名著，星期天往
泉州图书馆读报纸副刊。
1960年，他参加高考，被厦
门师范学院录取。入学月
余，就分配到同安一中见
习。一年后，因国家形势需

要，下放到小学，开启他在
同安 23 年中小学教学生
涯。

1983 年，他请调回家，
本想在洪濑新侨中学工作，
因没有大学本科文凭而受
阻。后来，南安一中缺语文
教师，不唯文凭是瞻的校领
导，批阅他发表的 40 多篇
文章的剪报，便接纳他进校
安排教高中。而后他教了
十届高中毕业班。按政策，
用发表的两篇文章抵文凭
评上中学高级职称。他说：

“我非科班出身，也没受过
进修培训，一张小学文凭能
成为高中教师，全靠长期不
断的读书，边教边学，虚心
求教广学师。”

边学边干 从酱园学徒逆袭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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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87岁
职业：供销社退休职工
感言：好生活来之不易，每个人都要惜福，然后创造幸福。

人物：李德案名

片

1953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每天弹唱一小时南音，
写写字，下下象棋，参与集体
活动……”9月 28日，在泉州
江南老年颐乐园活动室，87
岁的退休老人李德案和记者
分享着他在乐园里的日常，
他说，现在的生活充实惬意，
一个月 2400元吃住全包，退
休金花不完。

时光倒回数十年前，李
德案还是南安官桥供销社的
一名职工，忆起那段物资紧
缺凭票供应的旧时光，李德
案感慨，短短几十年，国家发
展变化很大。

1953年，16岁的李德案
刚念完南安南星中学初二年，
在短暂经历了县工商联通讯

员、乡政府文员后，最终成为
官桥供销社的正式职工。李
德案说，那个年代，供销社相
当于一个地方的物资集散中
心，控制着物资的分配，生活
日用品、生产物资概不例外。

李德案记得，直到上世
纪 9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生
活必需品，还实行按计划票
证进行供应，油、布、肉、蛋、
烟、糖、茶、酒一律都限量供
应，“没有那张票，你想买也
买不到”。

“最紧俏的应该是肉，整
个官桥那么多人口，一天只
杀一头猪供应。”李德案说，
生活物资紧缺，有足够肉票
的人是令人羡慕的对象。

再后来，生活慢慢变好，
油、肉、糖、烟、酒等慢慢充

裕，但自行车、电视机、收音
机等“老三样”依然是市场的
紧俏货。自行车风行到乡里
的时候，李德案的工资一个
月38元，因为是供销社职工，
他们每个人被照顾了一张购
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票。

100多块的自行车到手，
李德案兴奋了好多天。可最
终，那辆自行车还是被他转
卖，赚点利差，改善一下家里
的伙食。

对比当年，李德案印象最
深的是公路和交通的大变
化。以前，除了几条尘土飞扬
的公路，乡下间大多是泥泞的
小路。当年骑自行车去南安
诗山，每每经过保福岭，都要
踩出一身大汗，扬一身尘土。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

一夜唤醒了市场经济，供销
社物资计划分配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生活物资、各类商
品琳琅满目，身边经商的人
不计其数。李德案的两个子
女也都在外地做买卖。

退休后的李德案，学会
了琵琶、南音，也琢磨起了
书法。看到子女太忙，李德
案索性到老年颐养乐园养
老，在那里他过上了更规
律、自在、丰富的生活，也认
识 了 一 大 帮 志 趣 相 投 的

“老”朋友。
李德案告诉记者，平日里

自己很少过问孩子们的生意，
但三天两头就会和子女孙辈
视频，话话仙，聊聊日常事。
他说：“好生活来之不易，每个
人都要惜福，然后创造幸福。”

那时肉很紧俏 乡镇一天只杀一头猪

正在练习书法
的李德案

弹唱南音，是李德案现在每天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