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冬奶奶
■记者 钱澄蓉 丁阮育 通讯员 朱笑迪 姚佳伟 摄影 钱澄蓉

冬日的午后，和煦的阳光正
照在窗前，斜斜的光线越过半张
桌子，给窗边的缝纫机蒙上了一
圈淡淡的光晕。几乎每天，陆秀
珍都会在这台缝纫机前“工作”
15 个小时，流利而清晰的踩踏
声，很难让人把她和“99 岁”联
系到一起。

如今，她的“工作”没有任何
报酬，可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她
却有自己的想法：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有需要的那些人。

一双鞋、一副手套、一条围
巾……送出一份温暖很容易，但
是用一辈子去温暖别人却需要
一股精神来支撑。陆秀珍就是
凭借着自己一颗绵长而又滚烫
的爱心，把更多的温暖带给了需
要帮助的人。如今，陆秀珍还有
个称呼：布鞋奶奶，她就像冬日
里的一缕暖阳，温暖了别人的
脚，更温暖了他们的心。

陆秀珍在做婴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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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秀珍说她的善举，离不开她母亲那时
对她的谆谆教诲，在助人为乐的家风引导
下，年轻时的陆秀珍虽也十分清贫，但却一
直怀揣着一颗想要帮助他人的善心。再次
回忆起来，有件尘封往事，让她终生难忘。

五十年前的一天，陆秀珍劳动完后在村
口听到村民们说起，村里邻居全夫荣的妻子
生了场大病，双腿站不起来了，而当时这对
夫妻还有个正在吃奶的孩子。

当时，陆秀珍家里已经有三男三女六个
孩子，每天还要为挣工分发愁，但她知道这
件事后，一直记在了心里。经过一晚上的思
想斗争后，第二天还是去了全夫荣的家中，
看看有什么忙可以帮的。

“你这个病这么严重，要赶紧去大医院
医治，你的小儿子没人带的话，我可以把他
带回去养着。”陆秀珍仔细了解她家的实际
情况后，决定替她抚养正在吃奶的孩子。那
时候没有奶粉，自己也过了哺乳期，只能每
天冲米粉给那个孩子喝。陆秀珍忙的时候，
就会让大儿子抱着孩子去玩，就这样坚持照

顾了孩子三个多月。
从战乱、饥荒年代走来，陆秀珍照顾过

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不止一个，每当看到
路边的弃婴，不管家里是不是还能揭开锅，
陆秀珍都会将孩子抱回来，抚养到半岁左
右，再将孩子送给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没有
自己孩子的家庭。“这些孩子，部分已经失去
联系了，有些我还知道他们在哪里、生活得
怎么样。”陆秀珍说，看到这些原本差点夭折
的孩子，如今过得幸福美满，这是她最有成
就感的事情。

陆秀珍的一言一行，也深深影响着家
人。每每说到家中小辈们的情况，老人总是
很自豪：“他们都很争气，从小家教严格，从
没人干过违法的事情，也没有赌博、酗酒这
样的坏习惯。”

儿子全星月更是得到母亲“真传”，退休
后，也一直做着公益事业，目前是平湖市家
庭教育讲师团的成员。乍浦镇关工委还特
地为他成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星月家风工
作室”，传递好家风。全星月通过新媒体上

发布“家风短语”“家风故事”280篇，同时还
应邀到社区、学校、企业开办家风传承讲
座。“妈妈近百岁了，还在继续做鞋送人，而
我也要坚持用自己的方式为大家服务、为社
会做贡献。”全星月说。

如今陆秀珍的言行还影响到社区里大大
小小的“孩子们”，朱福英就是其中之一。今
年79岁的朱福英论辈分要喊陆秀珍一声“小
姨”，从朱福英的婆婆开始家里4代人都是穿
着陆秀珍做的鞋子长大的，如今退休后的朱
福英也开始跟着陆秀珍做“爱心鞋子”、打“爱
心围巾”送给有需要的人。“如今像我这样跟
着陆阿姨一起做手工的人还有好几个，算起
来我们都是陆阿姨的小辈。”朱福英说，面对
送去温暖后又上门来的谢礼，她与陆秀珍采
取一样的“政策”，礼品基本上都拒收，但会收
下一些旧面料之类。“旧面料一般人家用不
上，却适合给小宝宝做鞋，有时候想买也难
寻。”朱福英说，如今她们这些“学徒”们和陆
秀珍一样将做爱心手工活视为老年之乐。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艰苦岁月里成长艰苦岁月里成长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90多年前。
陆秀珍出生在乍浦镇，排行老二。“我是

家中唯一的女孩子，总是和母亲更亲近些。”
生活在农村，陆秀珍的母亲和许许多多农村
妇女一样，靠在家轧棉花维生，日子亦是清
苦。小时候，她总是爱围在母亲身边，母亲
打袜样、摇袜子、打纱线的时候，她就会把小
小的身子凑过去，想看个明白。“我最爱看母
亲做这些活了，可是母亲却常常要把我赶

走，说孩子总是要多读些书、多懂些道理好
过做这些活。”陆秀珍说，家中虽然清苦，可
是父母却竭尽所能把他们兄妹三个都送去
读书，所以即便她喜欢手工，也只能远远地
看着母亲干这些活。

在陆秀珍的记忆中，母亲除了教导她读
好书，更教会了她怎样做人。“那时候，大家
生活都不富裕，要是有穷苦人家上门轧棉花
时，母亲总会蒸上一笼番薯，将热气腾腾的

番薯一个个递过去。母亲总是不让人饿着
肚子、顶着冷风走。”陆秀珍说，就是这样普
通的一件小事，却让她记忆犹新，而母亲在
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那总是洋溢着的笑容
也似乎印刻在了她的心里，每每想起，都是
温暖至极。

16岁那年的11月，当陆秀珍照常背起书
包准备去学堂时，却被母亲一把拉住。母亲
告诉她，现在外面不安全，让她待在家中。“那

时日军已在全公亭、白沙湾沿海一带先后登
陆。”陆秀珍说，不久后，在萧山工作的父亲回
家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难之路。1938年，他
们一家逃难到了江西弋阳。年少的陆秀珍读
过几年书，会手工，不久便在弋阳不远的贵溪
县工作。“那是一个叫‘妇女指导处’的地方，
全是清一色的妇女，我们的工作就是前往贵
溪各地教人识字、编草鞋等。”年轻的陆秀珍
并不完全明白这些工作的意义，她依稀记得

当时她们只教别人“工人农民”四个字，大家
平日里唱的都是些激情洋溢的抗日歌曲，直
到很多年后再回忆起这些经历，她却倍感自
豪，因为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她也曾贡献过
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1947年，在外逃难多年的陆秀珍和父母
重新回到平湖。回平后不多时，解放军就来
到了乍浦，1949年5月，平湖解放。不久后，
陆秀珍成为了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

坚持不懈传温暖坚持不懈传温暖

生活安定下来后，陆秀珍重新拾起了针
线。绣花、打毛线、做床品……“刚解放的时
候，物资紧缺，什么都得自己来，刚好我又有
这个手艺，想想不能浪费，索性就在业余时
间操持起来了。”陆秀珍说。

大儿子结婚时，还是老式床，床的走檐
全是陆秀珍绣的；孙辈们满月、抓周的衣物
全是她做的；女儿出嫁时已经开始流行欧式
家具，床的套帐、床顶也是她绣的……等到
家人的家居用品做了个遍，周围的邻居开始
上门了：“陆阿姨，我这里有对枕头，你看看
有时间帮我绣绣不？”“全家嫂嫂（陆秀珍夫
家姓全），我家媳妇下个月要生了，能帮我做
几双小孩子的鞋吗？这个我真不会……”

“陆阿婆，你帮我参考下，孩子的帽子该做什
么样的又暖和又好看？”每每有这样的请求，
陆秀珍总是乐呵呵地应着：“当然当然，要做
成什么样的，你跟我说就行！”

就这样在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陆秀珍
靠着一双巧手成了十里八乡的“红人”。用
她自己的话说，农村人情往来多，家家户户
办喜事按规矩要随 2元钱的礼，而陆秀珍总
是坚持着自己买原材料，亲手缝制成成品衣
物，不仅节约“成本”，送礼还体面又有意
义。如今在陆秀珍家附近的一些村或社区
里，不少家庭都是三四代人都穿过陆秀珍做
的鞋袜衣物。

1980年，58岁的陆秀珍享受到了退休政

策，走下三尺讲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退休
教师。退休后的她也闲不住，时常回娘家走
走，就在退休半年后的一天，她在路过乍浦
镇老西门时，偶然走进了位于那里的一家敬
老院，看到一些孤寡老人脚受冻后长了冻
疮。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想着老人们孤苦伶
仃，陆秀珍心里不觉一阵难过，“我要给他们
每人做一双棉鞋。”她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
目标。

从那个寒冬开始，陆秀珍每年都会给这
个敬老院的老人们送手工品，从鞋子、袜子
到手套、领套，每年一入冬，敬老院的老人们
都会收到人手一份的“温暖牌”慰问品。“老
人的鞋子要做得更厚实。”为提高效率，在70

岁那年，陆秀珍开始学用缝纫机，用二女儿
陪嫁的这台老式缝纫机缝制鞋面，鞋底还是
要靠一针一线纳出来。每晚，陆秀珍坐在电
视机前，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听”着电视。

“只要摸着针线，我心里就特别踏实。”次年
重阳节，陆秀珍就将30双用缝纫机制作的崭
新的棉鞋送到了老人手中。这样的温暖，陆
秀珍坚持了近20年，直到这个敬老院搬入新
址，老人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1998年夏季，长江发生了全流域性大洪
水。看到新闻后的陆秀珍又坐不住了，当夜
起她就连轴转地开始缝制布鞋，实在来不及
了，叫上亲朋好友打下手，200双鞋在过年
前，全部寄往受灾地区……

如今在社区里，陆秀珍有了一个新名
号——“布鞋奶奶”。做手工底布鞋已经
40多个年头的她，家里经常会有带着期望
的陌生人到访求鞋。虽近百岁高龄，但陆
秀珍每年要做婴儿小布鞋 600 多双，无偿
赠送给亲朋好友、社区居民、外来务工人
员的子女等。前些年，老人主要做成年人
穿的棉鞋、单鞋、拖鞋，前后做了 4000 多
双，都无偿赠送给邻里乡亲、孤寡老人、灾
区群众等。近些年，陆秀珍用鞋锥做鞋感
到力不从心，所以才改做婴儿鞋。“我劳动
惯了，停不下来，不管到什么年纪，我还是
想为别人做点事，这让我感到高兴。”已近
百岁的陆秀珍说。

好家风里有传承好家风里有传承

陆秀珍在缝纫机前“工作”

陆秀珍在社区教大家做手工 陆秀珍送香囊给社区居民 逢年过节给需要的人送新做好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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