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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前， 老王细心地替房主打开所有的

柜门和窗户，以便甲醛挥发。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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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房子是个良心活。”

用良心干活的装修工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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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其实不老，在许多房主的口中，喊一声老王，也许是觉得亲

切，也许是值得信任。 老王用良心搞装修，用诚意交朋友，用“会来事

儿”做生意。

其实，老王就是个有乡愁的外地务工者。

1月 8 日上午， 在瑞德摩尔一户刚刚装

修完毕的新房中，老王敲敲这个柜子，试试

那个开关， 再三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之后，他

打开了所有的柜门，所有房间的窗户也开成

了适合的角度———既方便甲醛的挥发，又不

至于让房间落满灰尘。

这是老王在春节前装修的最后一套房

子，就在头一天晚上，房主请老王吃了一顿

大餐，喝了一点小酒，标志着这套房子所有

的装修工作正式完结。 在最后结算装修费

时，房主有感于房子的装修质量，竟执意要

多给老王 3000 元的装修费，被老王拒绝了：

“多一分钱都不能收，那不是我自己挣的，就

不是我的钱。 ”老王按照最初约定的价格收

了装修费，然后和这位在大学当教授的房主

成了朋友。

几乎所有让老王装修过房子的房主，最

后都和老王成了朋友。 而这些老主顾，又给

老王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客源。“他觉得我

装的房子质量好， 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

人，自然就愿意把要装房子的亲戚朋友都介

绍给我。 ”老王说，装修过的客户，有同事之

间相互介绍的，也有兄弟、父子，甚至一家两

代几口人的房子，都是老王装修的。

“我和某某某的关系很好的。 ”在采访过

程中，老王频频出现的这句口头禅，总是带

着一股骄傲炫耀的语气，因此特别容易在整

个低调朴实的语言风格中被捕捉出来。 话语

中的某某某，自然是他曾经的客户，可能是

某位大学教授， 也可能是某个单位的领导，

总之都是“有文化的人”，这是老王在所有顾

客中异常偏爱的一个群体：“有文化的人讲

道理，好沟通。 因为我自己没啥文化，要是再

遇上不讲道理的客户，很郁闷。 装修房子最

忌讳的就是房主和工人沟通不好，干活的工

人累死了，房主对装修效果又不满意。 ”

老王在装修过程中喜欢和房主“商量着

来”，房主告诉老王想做成啥样，老王再给出

建议，沟通、改造、确定、施工，最后出来的效

果总是皆大欢喜。 有时候，房主会提前找人

设计装修图纸， 老王若觉得设计并不合理，

就拿着图纸去和房主沟通。“有一次，房主提

前设计好的图纸， 我装修的时候根本就没

用，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建议做的。 装修完了，

房主就很后悔白花了几千块钱去做设计。 ”

老王眼中掠过一丝明显的得意之色，仿佛是

赢了某场擂台的比试。

除了最终呈现的装修效果，老王更注重

的是房子的装修质量。“装修里面门道可多

得很，一般人装修房子，不可能把所有的门

道都搞清楚。 ”老王打比方，就算是某种广告

中常见的名牌原料，同一个牌子也分出许多

质量不一的系列产品，而这些门道，外行人

很难精通。

“装修房子其实是个良心活。 有些板子，

表面看起来一样厚， 其实质量有好有坏；而

有些东西，比如水、电的布线，都不在明面

上，你要是糊弄了，房主不一定会知道，但是

你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老王说，他并不否认

在家装行业里总是有个别糊弄房主的同行，

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

有一次，老王在市场买板材时恰好遇到

一位认识的同行，眼看着同行买了一堆质量

有欠缺的板材，老王有些看不下去，忍不住

问道：“你买的这板材能用吗？ ” 同行笑答：

“管它呢，我装修完拿钱就走了，等房主发现

不结实的时候上哪找我去？ ”

明知这种现象在同行中并不鲜见，老王

还是因为这件事硌硬了许久：“对于有些装

修工来说， 装修房子可能是一锤子的买卖，

拿了钱就走了。 但是对于房主来说，装修是

一件大事，很多人可能工作一辈子，也就买

得起一套房子。 所以我们做装修的，一定要

凭良心做事，也要为房主多想一想。 装修房

子是个良心活。 ”老王再一次强调。

老王说，他装修房子的时候，不管是看

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活， 都在房主可接受

的范围内选择尽量好的材料，因此,同样面

积的一套房子， 尽管他的报价比有些同行

要略高一些， 可是真正赚的却总是比别人

少。

“钱挣得少些，但是朋友交得多。 少些就

少些吧，只要我不亏就行了。 ”老王憨笑。

老王叫王吉富，是江苏宝应人。 老王其

实并不老，今年 46岁。 17年前，在兰州的家

装市场刚刚活跃起来的时候，跟着老乡来到

兰州。 在此之前，王吉富已经在外务工好几

年，基本上都是在长三角地区辗转，一座城

市最长的时候可以呆上两年。

王吉富 12 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生活

开始出现危机。 紧接着又包产到户，王吉富

家里分到的几亩旱田，之前一直都是种棉花

的，一颗稻米也没有，因此在长达半年多的

时间里，王吉富家里陷入了“粮荒”的绝境。

年少的王吉富体会到生活的困顿和艰

辛，开始带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帮母亲种

田、喂猪，做各种各样永无头绪的农活，念书

的事，无法放在心上。

旱地收成微薄，贫困的生活经年没有起

色，在王吉富 18 岁的时候，母亲决定送哥俩

去学手艺。“我母亲是个特别能干的女人，她

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就送我去学了木工，

送我弟弟去学了瓦工。 ”

18 岁的王吉富做了别人的学徒， 遇到

的第一件困难事就是交学费。“一个人大约

是 150斤米，几百元钱。 我们家连一个人的

学费都凑不齐，何况是我和弟弟两个人。 ”好

在早年出嫁的姐姐算是嫁了一个殷实人家，

姐夫替王吉富兄弟俩交了学费。

说是学徒，其实师傅也只教一些推、刨、

卯的基本功，甚至还经常打发学徒去给自家

做农活，真正的手艺，全靠自己琢磨。 两年

后，20岁的王吉富凭着心灵手巧顺利出师。

王吉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常州的一家

工地上做木工，一天打两条长凳，给 5元的工

钱。 为了省钱，王吉富一天三顿饭都吃开水泡

米饭，倒点酱油，加点盐，偶尔能再加点油，就

已经是美味大餐。 埋头苦干再加上节衣缩食，

到年底返乡的时候， 王吉富怀里居然揣了

1000元钱。“高兴啊，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我

狠狠心，给自己买了一件 80元的呢子中山装，

给母亲买了好多补品。 ”对于第一次挣到钱

的心情，王吉富在 26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

生活自此有了改变，3 年后， 王吉富用

自己挣来的钱修起了新房子，第二年娶了媳

妇。他说：“回头想想，当年多亏了我母亲，若

不是她坚持送我们去学了手艺，也不可能有

今天的生活。 ”如今，王吉富已经在老家的县

城里买下了一套楼房，自己做的装修，“家具

买的都是名牌”。他还翻修了乡下的祖屋，新

修的大院是整个村庄里最气派的。弟弟曾经

因为家庭贫困，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现

在挣得比我还好。 ”

1997年， 王吉富第一次跟着老乡来到兰

州打工。 有一位同乡在和平饭店附近做装修，

王吉富觉得同乡一个人不容易，就经常利用空

余时间去给对方帮忙打杂。 时间久了，同乡看

出王吉富是个老实人，就建议王吉富出来自己

做，“当时是同乡给我介绍的第一单生意。 ”

从第一单生意到现在，王吉富已经在兰

州呆了 17 年，连自己也不记得见过多少人，

装修过多少套房子，总之别人口中的称呼从

“小王”熬成了“老王”。

吃完中午饭， 老王去了雁滩家具市场，

他要去帮一位朋友买壁纸。那个人是之前的

一位客户，当时装修的时候没有做电视背景

墙，现在想补做，打电话给老王，老王欣然应

允帮忙。“他信任我， 所以直接叫我去帮他

买，买回来贴上就行了。 ”这种信任让老王很

受用。对他而言，客户的信任，几乎等价于自

己的职业尊严，“我会用心帮你做，但是你也

要相信我，尊重我。 ” 老王喜欢装修完工之后

就立刻结清所有的钱款，之后不管出现什么问

题，只要打电话给他，他几乎是随叫随到。

“还是好人多！有很多人，我的活还没干

完呢，就先把钱都给我了。 ”老王觉得这是对

自己最大的肯定，就更加用心做后面的事，“反

正我不会叫房主吃亏。”有时候心情好了，一些

原本不在协议之内的简单加项， 也就随手赠

送。 有些房主跟老王关系处得好，会经常请老

王吃饭，送点烟酒，老王也就礼尚往来，该请吃

饭请吃饭，该请喝酒请喝酒，每年回家还给个

别投脾气的房主带一些礼物回来。

“给一位房主装修完婚房， 关系也处得

好，后来他结婚的时候还给我发了请帖。”红红

的请柬在老王眼里， 简直就是一本荣誉证书，

他高高兴兴地包了个大红包参加婚礼去了。

兰州的生意顺风顺水，唯一鲠在老王心

头的，就是 17年来的乡愁。

来兰州 17 年， 老王每年只在年关时回

老家过几天年。“我从来没有提前买过火车

票，因为不知道活哪天才可以干完，所以没

办法计划回家的时间。 我都是买了票就上

车，17 年来每次回家都是站票。 ”每次回家

过年，一只涂料桶是老王唯一的“标配”，看

到哪有点空，就一路坐回去了。

母亲如今已经 80 多岁， 独自一人生活

在老家乡下，平日里全靠乡邻们照顾。 儿子

今年已经大四， 去了北京实习，20 多年来，

老王和儿子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所有时间加

起来，还不足两年。“儿子很直接地说，他跟

我一点感情都没有。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好父

亲的责任。 ”老王情绪低落，无奈里的酸楚几

乎要将这个刚刚还在满足于今年 17 万元收

入的中年男人淹没了。“儿子说，以后等他结

了婚生了孩子，他会自己带着孩子，陪孩子

一起长大。 ”说到这里，老王又有些释然：“我

是穷苦人家出来的， 没有条件陪着儿子长

大，但是我给他创造了能让他陪着他的孩子

长大的条件。 ”

在老王的计划里， 帮客户贴完壁纸，他

就要回江苏老家了。今年比往年提前一个月

回家，是因为要搬进县城的新居了，那是他

为儿子的未来筹备下的房子。“过完年还来。

我要一直在兰州干到 60岁，60岁了就回老

家。 ”老王蹲在地上比划起来，“这是我新修的

房子，房门前是我自己修的一条 3米宽的水泥

路。路这边是稻田，那边是荷塘，荷塘里养着好

大的鱼。 夏天的早上，骑着电瓶车走在路上，

空气里满是荷花和青稻的清香……”

老王的乡愁， 已经随着记忆里的清香，

提前回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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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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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仔细检查贴好的壁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