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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56 岁 的 李 文 丽 是 崇 信 县 锦 屏 镇 冉 李 村

人，2017 年离开家乡到北京当月嫂。

从 2018 年 到 今 年 年 初 ，李 文 丽 写 作 20

多万字、画画 500 多幅，5 篇作品分别在《北

京文学》《新工人文学》等发表，画作还刊登在

《NOWNESS 现在》杂志上。

李文丽近日返乡。

回 乡 多 日 ，面 对 家 乡 父 老 关 切 的 眼 神 ，

李 文 丽 诉 说 的 欲 望 喷 薄 而 出 。 8 月 24 日 深

夜，她提笔写下一首小诗《失眠》：

“老家的夜晚好安静啊

安静得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分明都到了凌晨一点多

可 脑 子 里 却 有 千 军 万 马 在 不 停 地 奔 腾

咆哮

任凭我闭着眼睛数了三百八十只羊

却 怎 么 也 阻 挡 不 住 那 些 庞 大 的 奔 腾 和

咆哮

只是一个北漂六年的打工女啊

那些凌乱琐碎的流水账般的文章

一张张像孩童画一样幼稚的小图

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家这么多赤诚真挚的

爱呢

奔腾咆哮中我仿佛听到

雄伟壮观的崆峒山

美丽阴柔的龙泉寺

披枝散叶的三千年大古槐

及川流不息的汭河

在处暑的初秋凉爽的夜晚里

用天籁之音同唱一首老歌

‘归来吧 归来哟 别再四处漂泊’”

记录下这个，因为感动而失眠的夜。

皮肤白皙、身材高挑、温柔健谈的李文丽

坦言：“我虽年过半百，但在写作画画时，常常

会忘记自己的年龄。”

从小爱幻想、爱文艺、爱浪漫的她，47 岁

时 给 自 己 起 了 个 诗 意 浪 漫 的 笔 名 ——“ 梦

雨”，因为喜欢下雨，喜欢做梦。

很难想象，这位叫“梦雨”的“北漂”家政

女 工 ，在 6 年 间 创 作 20 万 余 字 文 学 作 品 ，

画 出 500 多 幅 绘 画 ，登 上 大 舞 台 出 演 舞 蹈

剧 ……

“文字真情质朴，画作清新脱俗”“真实又

质朴，励志又感动”“追梦的人光芒万丈”……一面

是养家糊口的打工生涯，一面是天马行空的

“诗和远方”，一颗追梦的心成为许许多多“打

工人”励志的榜样，也受到各界网友的认可和

称赞。

李文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希望自己能像勇士一样去战斗”

与李文丽交谈时，她的丈夫、儿子、女儿、

儿 媳 不 时 打 来 电 话 ，关 切 地 问 她 脚 还 疼 不

疼？饭吃了没？照顾她的婆婆也事无巨细，

忙里忙外。

“ 这 次 回 来 脚 不 能 动 ，还 要 家 人 照 顾 ，

心 里挺郁闷的。”李文丽忙碌惯了，突然被人

照顾有点不适应。

今年 5 月，李文丽在北京被一辆电动车

撞了脚，善良的她没有过多纠缠就让对方离

开，事后才发现骨折了。

“当时舍不得花钱，没有好好治，现在不

好恢复了。”李文丽面露焦虑，“下个月儿媳妇

就要生产了，希望我能早日恢复，还要伺候儿

媳、照顾小孙子。”

家人，是李文丽的所有。这些年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能让家人过得更好。

“我爸出事后，是我妈一个人撑起了这个

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说起

母亲这些年的经历，李文丽的儿子李鹏飞几

度泪目。

2005 年 ，李 文 丽 的 丈 夫 李 博 夫 因 车 祸

左 腿 截 肢 。 丈 夫 出 事 后 两 个 月 ，李 文 丽 的

大 姐 因 脑 出 血 突 然 去 世 ，母 亲 伤 心 过 度 也

生 了 病 ，身 体 每 况 愈 下 。 面 对 正 在 上 学 的

三 个 孩 子 ，李 文 丽 知 道 ，自 己 必 须 得 挑 起 家

庭的重担了。

出车祸后的丈夫时常变得易怒，李文丽

没有抱怨，还经常宽慰他、鼓励他：“健康人变

成 了 残 疾 人 ，能 不 着 急 上 火 吗 ？ 以 前 是 你

照 顾我，以后我来照顾你。”

“彼此在岁月的长河中，早已融为一条涓

涓细流，在沧桑岁月里蜿蜒绵长。”在当时的

作品《老公的背影》里，流淌着李文丽对丈夫

朴素无华的爱。

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平日里乐观的李文丽

变得少言寡语，“世界在我眼里，仿佛一下子

失去了颜色。”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辗转反侧之后，倔强的李文丽选择迎难

而上。要把孩子照顾好、要多挣钱把家里照

顾好，2007 年，李文丽夫妻在崇信县城开了

一家蒸馍店。

“ 妈 妈 每 天 凌 晨 四 五 点 就 要 起 床 蒸 馍 ，

中 午 别 人 吃 饭 的 时 候 ，就 是 我 们 最 忙 的 时

候 ，遇 上红白事她还连夜干活，店外的蒸笼

比门还高。”李鹏飞心疼妈妈，每天放学就跑

去帮妈妈干活。

2011 年 之 后 ，孩 子 们 相 继 考 上 大 学 ，

李 文丽 盘 出 蒸 馍 店 ，跟 随 孩 子 辗 转 到 内 蒙

古 、兰 州、银川等地继续打工。

在啤酒厂码瓶子，脚趾被砸烂，用卫生纸

裹住伤口继续干；在医院当护工，看到卧床老

人的痛苦，始终提心吊胆，放心不下；在餐馆

刷盘子，起早贪黑，任劳任怨……

几年间，李文丽受了不少的苦，却始终用

微笑面对，“有爱我的家人做后盾，我希望自己

能像个勇士一样去战斗。”

最近，李文丽一边养伤，一边重温家政业

务。这次，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小孙子。

“这些年带了那么多孩子，自己的孙子当

然要亲自带，我要教他（她）读诗、作画，给他

（她）全部的爱。”说话间，李文丽似乎忘记了

脚伤带来的痛楚。

“去北京，实现儿时的梦想”

“小时候我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的

心 里 从 小 就 种 下 了 一 颗 去 北 京 看 看 的 种

子。”

2016 年春天，崇信县妇联在冉李村举办

家政服务培训讲座，李文丽听说通过培训可

以在北京就业，当即报名。

从老家到北京，李文丽一路上既兴奋又

忐忑：390 元！人生中第一次买那么贵的车

票，长途车的终点迎接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样

的生活？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把车票钱

挣回来？

一 夜 难 眠 ，李 文 丽 终 于 来 到 北 京 六 里

桥 客 运 站 。 她 一 路 询 问 ，找 到 了 县 妇 联 为

她 推 荐 的 家 政 培 训 学 校 ，“ 这 个 学 校 对 贫

困 地 区 的 学 员 免 费 提 供 食 宿 和 培 训 ，还 能

解 决 工 作 。”

很快，经过培训的李文丽就正式成为一

名家政女工。

工 作 中 ，李 文 丽 谨 小 慎 微 ，有 时 候 有 些

心事，异地他乡无处诉说，让她感到困惑。

“ 闲 着 的 时 候 上 网 ，有 位 网 友 鼓 励 我 把

这 些 经 历 写 出 来 ，说 写 出 来 心 里 就 会 好 受

许 多 。”于 是 ，李 文 丽 以 写 信 的 方 式 把 心 里

的 故 事讲述出来，发表在一个专门为女工设

立的信息平台上，不仅获得了一笔稿费，还得

了奖。

后来，李文丽遇到现在的雇主，年轻夫妇

待她如家人，经常给她买衣服，女主人出差给

她买礼物……

“人跟人的好都是互相的。”李文丽认为

唯有加倍对孩子好，才能报答雇主。她变着

花 样 为 雇 主 做 包 子 、饺 子 等 各 种 家 乡 美 食 。

雇主孩子从满月到两岁多，喂奶、换纸尿裤、

教说话、扶走路……她更是精心照顾，丝毫不

含糊。

几年下来，雇主的孩子也很依赖李文丽。

李文丽创作的《我城里的孩子》一文，字里行

间洋溢着她对孩子真挚的爱：

“我城里的孩子

你就是我在这里唯一的牵挂

每当想起你乖巧的面容

我的世界都会阳光灿烂

心情莫名地愉快起来

宝贝我爱你

只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

活泼健康快乐地成长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把你装在心里

无论我在哪里

你总是在我眼里梦里脑海里

在我生命中重要的部分里”

善 良 ，终 归 都 会 得 到 回 应 。 她 回 乡

后 ，雇 主 的 孩 子 还 常 常 给 她 语 音 留 言 ：

“ 阿 姨 ，我 好 想 你 ，你 在 做 什 么 呀 ？ 脚 好 点

没 呀 ？”

稚嫩的声音，是李文丽在另一座城市的

回忆与牵挂。

“在那里，我得到了生命的滋养”

起初在北京，李文丽每周六周日不知该

去哪，经其他育儿嫂介绍，她走进了“鸿雁之

家”——一个专门给家政女工提供的公益平

台，这里不仅免费提供热水和网络，还有老师

免费培训，是她们的落脚点。渐渐地，李文丽

和家政女工处成了姐妹，她们像在家里一样

自由聊天、唱歌、跳舞。

后 来 ，李 文 丽 又 去 了 皮 村 文 学 小 组 。

皮 村，在朝阳区最东边，因为房租低廉汇集了

北京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每周六晚上 7 时，

总 有高校老师、媒体工作者、作家来为

工人们讲课。

在 老 师 的 鼓 励 下 ，

李 文丽拿起笔，试着记录

北京的生活，描摹远方家乡，苦中作乐，成为

“梦雨”。

此 后 的 每 个 周 末 ，李 文 丽 都 有 了 归 宿 ，

“我就像飞出笼的鸟儿，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

空间。唱歌跳舞，写作画画，成为我休息日不

可缺少的内容。”

“刚开始不会写，也想过放弃。”然而，70

多 岁 的 冯 同 庆 教 授 不 顾 冬 日 严 寒 坚 持 来 上

课，北京大学张慧瑜教授时常绕路送她们回

家，还在创作方面给予很多指导，李文丽摇摆

的心变得坚定。

皮村文学小组老师还为李文丽印制作品

集《梦雨的世界》，“第一次拿到文集时，我激

动得一整晚没有睡着。”

在 鸿 雁 工 作 人 员 的 带 领 下 ，李 文 丽 和

姐 妹 们 不 仅 举 办 了 3 次 家 政 女 工 艺 术

节 ，还 创 建 了 写 作 班 ，创 作 原 创 歌 曲 ，组

建 文 艺 队 。

得知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团队

要 在 北 京 举 办 一 场 名 为《盛 会》的 舞 蹈 剧 ，

李 文丽在朋友的鼓励下，把之前跳的舞蹈视

频发了过去。

“ 没 想 到 一 个 月 后 ，我 竟 然 接 到 了 入 选

通 知 。”那 一 刻 ，李 文 丽 开 心 极 了 ，“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走 进 北 京 吉 祥 大 戏 院 表 演 ，参 演 者

有 舞 蹈 演 员 、体 操 运 动 员 ，还 有 唐 氏 综 合

征 患 者 、残 疾 人 。 突 然 站 在 大 舞 台 聚 光 灯

下，特别 自 豪。”

演出结束已是深夜，李文丽依然很激动，

她拿出画笔，把自己心中的《盛会》一笔笔画

下 来 ，“ 撕 掉 标 签 ，每 个 人 的 身 体 都 是 平 等

的。”

2023 年 1 月 ，参 加 广 州 inD 艺 术 书 展 ，

有 老师主动帮助她制作绘本；今年 3 月，她代

表皮村文学小组参加澳门文学节，和专业的

作家们一起分享创作的经历……

“‘鸿雁之家’和皮村文学小组就是我们

打 工 者 在 北 京 的 娘 家 。”李 文 丽 感 激 地 说 ，

“在那里，我得到了生命的滋养。”

从刚来北京时的不知所措到变得越来越

自信大方，乐观顽强的李文丽真正融入北京，

找到了人生价值。

“我是一株不起眼的地丁花，想要努力绽

放 自 己 的 光 芒 。”李 文 丽 觉 得 自 己 如 同 地 丁

花，虽平凡却适应性极强，她弱小的身体里蕴

藏着坚强的生命力。

在作品《假如给我一个舞台》中，李文丽

尽情释放：

“假如给我一个舞台

只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舞台

即使没有一个观众

我也会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发挥

用我这大半生满腔的热情

把它燃爆

……”

此次回到家乡，李文丽在治疗脚伤的同

时，仍然坚持阅读、写作、绘画，参加线上文学

小组课堂、画家门口树上的蜘蛛、写家乡热情

温暖的问候……

“家乡的清新空气、文明新风让我有更多

创作灵感。”李文丽说，内心充盈的她不再惶

恐，更坚信自己刚打开的新世界之门，会因广

袤的乡村更加精彩。

“只要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在哪都能做

自 己 喜 欢 的 事 。”李 文 丽 依 旧 是 婆 婆 心 中 的

“好媳妇”，丈夫眼中的“好妻子”，儿女依赖的

“好母亲”。

正如她所言，“写作画画只是

单纯的爱好而已，我不在乎是否

出名，只想做一名普通

的追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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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丽在照看孩子。

在上海参加《从她说起》520女性成长分享会。

家乡人看望慰问李文丽(左一）。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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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丽在创作绘画作品。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关改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