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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堃銶捐赠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科研实物
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时条件不好，我们就手写在坐
标纸上。红色的这个是当时找出来的问
题。”1 月 15 日，陈堃銶教授捐赠汉字
激光照排系统科研实物入藏仪式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行。捐赠仪式现场，王选
院士的夫人陈堃銶教授向大家介绍每一
个物件背后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装饰，
当时夫妻二人用挂历纸做封皮装订的一
个本子里，工整细密地记录着科研进展
的每一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周恩来总
理的亲自关怀下，我国设立了国家重点
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简称“748 工程”）。在参与这一工程的
过程中，王选院士带领团队攻坚克难、
开拓创新，研制成功新中国第一个中文
信息处理系统——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
照排系统，掀起了我国“告别铅与火、
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为信息
时代汉字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
了重要基础。

很少有人知道，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使用的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其实是由王
选和他的夫人陈堃銶共同研究的 ；而系
统早期所用的软件，也是出自她的创造。
这对科学家伉俪在科研道路上携手并
进，各尽所长、密切配合，令一项伟大
创举终成现实。

1975 年年初，陈堃銶参加了由北
京大学组织的一项关于计算机应用的调

研，得知“748 工程”并告诉了王选。
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子项目引起了
王选的兴趣。王选与陈堃銶反复讨论，
最终设计出了一套全新的汉字字形信息
储存方法。在不失真的同时，它需要的
储存空间只是点阵储存方式所需的五百
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这项“轮廓加
参数”的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比西方早了
大约十年。在设计与试验压缩信息的同
时，陈堃銶还负责设计整个软件系统。

1979 年 7 月 27 日，汉字激光照排
系统输出了第一张报纸样张《汉字信息
处理》，这是新中国第一张用“计算机 -
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整张输出的中
文报纸。此后，又成功排出样书《伍豪
之剑》，并于 1985 年在新华社中实用成
功，1987 年《经济日报》使用这一系统，
在全国首家“告别铅与火”。汉字激光
照相排版系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计算
机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后来不仅风靡全
国，也出口到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实现
了汉字信息的计算机存储、处理、还原
和输出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跨越式发
展，从而牢牢把握了系统的创新和发展
主动权。此次陈堃銶教授捐赠的 13 件
套科研手稿实物，是她与王选院士共同
科研时所留下的最珍贵的物证，也是这
对伉俪夫妻携手攻关、风雨同行的最美
见证。

踏雪 || 中国航发南方　周令

全国各地都有
过年的习俗，我父
母的结合虽然是南北
“混搭”，但是说到习
俗却依然遵从北方的规矩，
其实说白了就是母亲说了算。

首先咱们从“过小年”说起，从小到大我家都是
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过，这一天也是北方大部分地区
认可的“小年”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在这
一天总会端出麦芽糖让全家人吃，按理说应该是往灶
王爷嘴上抹糖，好让他在玉帝面前多说这家人的好话，
祈求来年的平安与财运，虽说这个习俗被母亲弄得不
伦不类，但是只要有糖吃，我们是不会去计较那么多的。
接下来就是贴春联，母亲要求一定要在大年三十的上
午十一点前完成，而且比邻居家贴得越早越好，证明
自家日子比人家过得红火，我们也不明白这个规矩到
底对不对，但是只要她老人家高兴就好。还有就是初
一到初五，不能动针线、不能丢垃圾、不能打碎东西……
而在所有的习俗里，“饺子”出场的频率却是最高的，
年三十晚上要吃、初一早上要吃、初五也要吃，说是“破
五”，也就是初一到初五的许多禁忌和规矩都可以打破
了。年三十的饺子“含金量”是最高的，因为母亲会
在几个饺子里包硬币，谁吃到了谁有福，从小到大我
们几个孩子就特喜欢这个环节，现在看到家里的小朋
友对着一盘盘饺子仔细辨认，郑重地找出几个“看着
像有钱”的饺子扒拉到碗里，然后就“有人欢喜有人忧”，
我们姊妹总是开心一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到了初
七就要吃面条了，因为这一天是天下所有人的生日，
必须人人来碗“长寿面”；接下来是二月二龙抬头，这
一天不仅要吃猪头肉，大人小孩还都要去理发，说是
可以剪去霉运、带来好运，是不是能有好运我们不清
楚，但是这一天卖猪头肉的和理发师绝对是赚翻了的。
我家这些七七八八的民俗其实很多也是走了样的，母
亲说的由来和我在网上查到的也有出入，但是我们都
不去纠正她，也高兴地配合着她包饺子、下面条、吃
麦芽糖……因为母亲说过日子就要“有年有节”，用现
在的话说其实就叫“仪式感”，它能给平淡的生活带来
惊喜，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有趣。今年的春节唯一我
们没顺着她的就是放鞭炮，往年都是从吃年饭开始就
要放，三十晚上跨年吃饺子前和初一一大早是绝对少
不了的，今年春节是株洲“禁燃令”实施后的首个春节，
虽然之前照母亲的意思家里还是准备了几封鞭炮，到
了吃年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母亲“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最终母亲发现外面的鞭炮声确实也不多，才同
意这个规矩可以“废除”了。

其实我们很感谢母亲，很感谢母亲的这些年俗，
虽然已经七十有三，但是我发现她在和面的时候是美
的、在剁肉的时候是有力的、在杀鸡宰鸭的时候依然
是年轻的，在母亲忙碌的声影中我看到了她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对红火日子的追求，也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过
年”。

爱惜，即使是免费的
|| 中国航发黎明　贾金莉

前段时间搬家，来帮忙的外甥在整理抽屉
时发现一个木头制成、形似鞋底、周身布满针
眼的东西，吃惊地大声问我 ：“哦，这是什么东
东？”

当然，这个“古董”二十几岁的他是不认
识的，可能现在一些三四十岁的人也不一定认
识了。这是一个补袜板——用来补袜子的工具。
将它放在破了洞的袜子里，把袜子撑起来，补
的时候就很方便，补好的袜子也比较平整。这
个宝贝是我的“传家宝”，由于使用的年头多了，
身上已是“千疮百孔”。但我仍十分珍爱它，用
它补过的袜子穿着厚实舒服，心里也很踏实。

每次收拾家，收集起来最多的东西，都是
孩子的袜子，足足有十几双。这些袜子有的两
只一团被扔在门后，有的一长一短斜躺在屋角，
有的两只分离“天各一方”。我劝她少买，打理
好，够用就行。孩子却无所谓地对我说：“网购的，
很便宜，才合一块多钱一双。”我总是无奈地叹
息：“要爱惜啊，即使东西不贵，即使是免费的。”

记得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做翻砂工的母亲
和做钳工的父亲，尽管持家甚俭，但家里仍经
济拮据。我们姐弟四个每人都只有一双袜子。
那时的袜子是棉线的，不耐穿。我们又都是在
活泼好动的年龄，往往是一双袜子没穿多久，
就被脚趾头戳出个洞，后脚跟儿处也“透亮”了。
晚上，十五瓦的昏黄灯光下，母亲为我们补袜子。
破了补，补了又破，破了再补。最后，每只袜
子的底儿都是层层叠叠的，但都很齐整。我们
的作业本一定是用完正面用反面的。铅笔也是
削了又削，已经短的握不住了，该买新的了吧？
不，父亲拿出一小截铁皮管，套在铅笔头上，
自信地对我们说 ：“试试，还能用！”铅笔直到
短套也套不住了，小小的一截铅笔头也不会被
扔掉，而是用小刀纵向剖开，取出铅芯，装到
圆规或自动铅笔的筒筒里，再用来画图、写字。

一开始，小小的我认为，是因为家里没有，
是因为短缺，我们才要这样节省，但后来的事，
让我懂得了更深的道理。

有一次，母亲下班回家显得
特别高兴，自行车后架子上装着
一大包东西。母亲说，她被借到
行政科抄写材料，行政科发现
一大堆过期没用的废表格，经
请示上级领导后决定扔掉。科
长就把它们分给帮忙的
人了，说你们带回家给
孩子写字用吧。母亲把
它分给我们几个孩子，一
人分到了十来本。这下我
们高兴了，母亲做饭的间隙，
我们就撕了许多纸来折纸飞机、
剪小人儿。母亲看见了，狠狠地
批评了我们 ：“纸是不能这么用来

糟蹋的！”我不服，说 ：“都是白来的，也没花
钱！”母亲说：“对东西要爱惜，即使是白来的，
也不能糟蹋！一张纸、一根线、一粒米，里面
都包含着别人的辛苦劳作，如果糟蹋了就是罪
过！”后来，我们都养成了敬惜纸张和敬惜一
切东西的习惯。学习时仔细用纸，决不浪费一
张好纸。当然也会折飞机、剪小人儿，但用的
纸是反正面都已经用过了的。

第一次带七岁的侄女去吃自助餐时，她看
着大虾、薯条、冰淇淋等很兴奋，取来很多东
西。我只取了一点点，吃完后，再把她取多了
吃不了的东西吃掉。我一边帮她吃一边告诉她，
以后要少取，吃完再取，取多吃不了，就糟蹋
了。后来，她懂得了节俭，离开房间会随手熄灯，
发现公共场所的水龙头坏了在“哗哗”地淌水，
就主动去找管理员来修理。去年年末，她还被
学校评选为“节能小标兵”。

朋友小宁是一个知性美女，已经是两个可
爱宝贝的母亲了，工作上也卓有成就。她坚持
每月至少读一本书，抽空去贫困乡村为留守儿
童献爱心。但我真正喜欢上她，是因为我们刚
认识时她送我的“礼物”。那天，她约我下班后
见面，说有东西要送给我，我一再推辞，她都
不肯退让。“好吧，先看看是什么。”见面时，
她送我一个绿色花布手针缝制的细长布袋，外
形很像一个宽宽的直尺，上面还有抽绳。“这是
做什么用的啊？”她说，这个叫餐具袋，是用
来装勺子和筷子的。平时，可以将洗干净的勺
子和筷子装在里面，然后把它放在随身的包包
里。中午在单位吃饭，或休息日外出就餐，将
里面的勺或筷子拿出来用，就可以避免使用一
次性餐具了。一次性餐勺多是塑料的，用过后
造成白色污染很难降解 ；而一次性筷子的制造
需要消耗木材，制作时需要漂白又会污染环境。
虽然一次性餐勺和筷子都不要钱，但尽量不用
可以减少浪费，保护环境。这样做虽然有一点
点麻烦，但如果能长年累月地坚持下来，你就
能减少一座垃圾堆，或者拯救一棵大树。听她

说完，我眼前和心里同时亮堂堂的，一下
子就狠狠地喜欢上了她。这样的女子，

谁又能说她不是由内到外的优雅美
丽呢？后来，我也用手针缝制了
N 个这样的餐具袋，送给愿意
使用的亲戚朋友。

很欣赏这样一句话 ：把
工作当日子过。如果我们都
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工作，
对待事业，|用心筹划，精
打细算，处处节俭，我们

的工作成绩一定会更加突出
也更加扎实。节约时间，努力

提高工作效率 ；节约物料，珍惜
每一个螺丝钉、大头针；节约能源，

不浪费一度电一滴水，即使它们并
不贵，即使它们是免费的。|

我眼中的试飞一景
||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梁敏

当水龙头滴落一颗酝酿许久的椭圆形水珠，当
拾起一穗遗落在秋天原野上的麦子，当凝望默默行
走在宝石蓝天空的云朵……仿佛那日与夜的主题永
是静谧。但在阎良、在这个作为试飞机构的“大舞
台”上，它不会永保持沉默。试飞中心机场里的每
一样东西都在从容地表达自我，静默有时，发声有时。
仿佛一支合唱队、一个交响乐团和一个歌剧院，你
看不见他们，却可以听见他们。

晨微亮，号角吹响，试飞中心机场里便有条不
紊地开始了新一天的运作。排头兵巡道车、驱鸟车
路过，“吱嘎吱嘎”响彻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位试飞
保障人员和科研人员、每一架机、每一只鸟都在暗
暗回应，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再看那试飞机库大
门缓缓打开，牵引车带着我们的“主人公”——一
架架航空战鹰、迎着朝阳、向着那起飞线出发。待
“主人公”沐浴在晨光下，牵引车、电源车、充氮车、
液冷车等特种车辆也已整装待发，一声令下，伴着
树梢小鸟叽喳，试飞保障人员驾车依次缓缓驶入“舞
台”，那场景，犹如是一段初试啼声的多重唱。

每当昼如碧空万里、暮若皓月千里，这里便格
外热闹。一切都在欢唱，高亢如交响乐章。驻立试

飞指挥中心塔台，目视耳听，指挥员镇定自若、有
条不紊地发号布令 ；远处发动机隆隆雷鸣，那一定
是定音鼓；再听，装载车似老黄牛般前行，较为低沉，
像是大管 ；定期巡逻的驱鸟车，较为尖锐，好似小
号 ；一条条指挥命令通过无线电加密传送，从总调
到场务、到机务、到研究所等各个部门，汇聚、转发，
电波奔腾，悠扬不绝，好像是大提琴。那是一支训
练有素的队伍，心怀不容亵渎的敬畏感，按律发声，
从不为外人演出，只为航空理想绽放。

忙碌过后，一抬头已是又一个晨夕，身心略显
疲态，却精神明亮。只因这一切，终值得。当看着
我们的“主人公”以新使命姿态翱翔海空，守卫和平，
觉得他们每一样都有来历，每一样都充满故事。什
么时候交付首飞、什么时候具备能力、什么时候列
装参训，也曾让你着急、也曾让你惊诧莫名、也曾
让你欢喜，往事历历在目。

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而阎良因这
一曲曲试飞赞歌有了它独特的唱响节奏。航空试飞
人在生活之上舞蹈，那是一种笃定的风度、是一种
喜悦的光辉、是一种昂扬的情绪以及一种无所畏惧
的气概。试飞人以己之力、手中技，绘山川秀美、
虫鱼安乐，航空报国、航空强国。

母亲的年俗

内心的态度
|| 航空工业兰飞　陈芳 |||

闲暇时间，我读了美国“成人教育之父”戴
尔·卡耐基所著的《人性的弱点》，这本曾经风
靡全球的著作汇集了卡耐基的思想精华和事业精
髓，他引用了大量历史人物事迹和新闻素材作为
事例，阐述处世哲学，于细微处见真理，具有很
高的可读性和专业性。这本书让读者通过不断地
反思，将感性回归到理性，渐渐发掘自身的潜力，
更好地完善自我。

||《人性的弱点》并不是一碗高浓度的鸡汤，
让人产生间歇性努力的症状，它也不是成功学的
“灵丹妙药”。正如卡耐基先生所说，他要表达的
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一种发自内心的态度。
我认为这是一本引人深思，反求诸己的著作，全
书的每一章节每一论点概括起来可以形成一幅构

思严密的思维导图，从而引导我们用另一种积极
的全新思路去理解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如
书中所言 ：“一个人的成功只有 15% 归结于他们
的专业知识，还有 85% 归于他表达思想、领导
他人及唤起他人热情的能力。”全书从通俗简单
的道理入手，从而映射出深刻的处世智慧，放之
四海皆可用。例如 ：想要采蜜就不要招惹蜂巢 ；
想钓到鱼就要问问鱼想吃什么 ；让别人发挥最大
能力的方法就是真诚的赞赏和鼓励。将这些孤立
的片段进行由浅入深地挖掘，从而让读者开始真
正地思考，而非现今铺天盖地的鸡汤类文章，让
人产生间歇性努力奋发的症状。

这本书让我在冬日的夜里储藏一些精神的食
粮 ：批评与赞扬有着极大的差别。人并非理性的
生物，他们由感情驱使，被偏见支配，傲慢与虚
荣是他们的动力之源。因而，批评是无用的，它

激起抵触，让人急于辩白 ；批评是危险的，会伤
害自尊，甚至让人萌生恨意。赞扬会让人产生动
力，挖掘潜力。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教育方面。
其次，争论是无法使人赢的。争论抱怨或许会带
来暂时的胜利，但是你永远无法通过表面上的胜
利赢得对方的尊敬，理解和宽容是对人品和自律
的极大考验。

成功无法复制，这本书也非万能的成功钥匙。
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看似错综复杂，实则有规律可循。读完
此书会让你从内心深处对此做出一些思考，潜移
默化中产生思维的转变，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更上一层楼。

|| 航空工业哈飞　吴巍 

大片的雪花从傍晚开始下个不停，到了晚上展览馆后院的
广场如此寂静，雪在广场上积了厚厚一层，那广场广阔安静没
有灯，但雪却将整个世界荧成了银白。

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踏在没有人走过的雪面上，大地
被大雪覆盖，平整、洁白。黑色的星空上飘浮着大片雪花，飘
到脸上慢慢溶化，飘到睫毛上和呼出来的哈气形成结晶。看着
前方的路，踩在雪上留下一串脚印，那脚下发出的“嘎吱”声
打破宁静的夜，回荡在大地上，传到飘雪的星空里。

“嘎吱，嘎吱……”离家越来越近了，回头望望，那串长
长的脚印印下了我回家的足迹，留下了我此刻对家温暖的渴望。
家人是不是已经将炉火点旺，母亲是不是依着火墙啃着冻柿子，
父亲是不是还辛勤地劈着板子，奶奶是不是躺在床上看着电视，
手还摸着火墙的温度。他们都在等我寒窗苦读的归来，期盼我
每一天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希望我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我
在放学的路上独自踏雪而行，这“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那串
雪面上的足迹记录了我求学的历程，记录了我在那个纯真年代
单纯的理想。

多年后的雪夜我们搬进了道外，在阳台上眺望靖宇公园的
景色，父亲再不用劈柴，奶奶不用去填煤，母亲也不用在寒冷
的厨房冻红双颊，我们一家人享受着室内二十七八度的舒适，
其乐融融，可这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我和父亲还在奋斗，
奋斗为了明天，为了更好，为了亲人，为了后代……那时父亲
是家里的大男人，我是家里的小男人 ；父亲日夜劳作，我日夜
学习，不管成绩平平还是优异，生活就在那里，不卑不亢，我
们接受现实，我们不断努力，父亲为我加油，母亲为父亲喝彩……

现在，大雪飘满整个城市，我在爱建的楼宇间，在城市之
巅遥望城市的另一边，没有高处不胜寒，只有宽敞的阳台。温
暖的房间，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令身体倍感舒爽，现代化的家庭
设施，指尖上的温度控制，声音上的音乐操纵。只是此刻父亲
已经感受不到这些了，他和奶奶一样也不在了。一个大男人带
着一个小男人曾在贫瘠的屋檐下共同奋斗，可现在大男人没了，
小男人成了大男人，变成了独立门户的户主。一切的一切都变了，
我们一起努力，为了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享受到这一步步的只
剩下了我和妈妈。如今我接受着平凡的人生，在平凡的生活中，
有一份平凡的工作岗位，却做着伟大神圣的事业。不变的是我
依然热爱生活、爱工作、爱学习、爱集体、爱祖国，并深爱着亲人。
拥有着理想，有目标，有信心，并有远大的抱负。

雪花依然满天飞舞，舞动着韵律，舞动着理想，我在城市
之巅看着这潇洒的雪花随风摇摆，翩翩落下。

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小男人和一家人在家里忙碌着，屋子
简陋有些冷，可那老屋就是父亲，他撑起了一片天，带着一家
人走过风、走过雨、走过贫瘠、走过饥荒。老屋已不在，大男
人也倒下，小男人却沿着他的足迹走着他未走完的路，踏着这
无人踏过的雪地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走过贫瘠的小路，怎能
忘记朴实的生活 ；离开了贫苦的日子，怎能忘记曾经的奋斗。
一个大男人拉着一个小男人的手一起踏雪，雪地上留下两大两
小四排脚印，星空下回荡着“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
一起、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