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舞蹈打开身体的局限后，李文丽
也想用文字记录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文丽知
道了皮村文学小组，“那里有很多普通人
写文章，写得特别朴实，也写出了我的心
里话。”

皮村，是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城乡
接合部,距首都国际机场10公里,每天飞
机从村子上空起飞、降落。这里房租便
宜,住着很多打工人。

2018年底，李文丽加入了皮村文化小
组，因为喜欢做梦，也喜欢下雨，她给自
己起了一个诗意的笔名“梦雨”。

从2018到2023年，李文丽跟着大家
一起尝试写作、画画，将日常的点滴和工
作的甘苦化作真诚的自述，“零零碎碎像
记流水账一样，写自己的心情、经历和看

到的事情，好的坏的开心的不开心的，也
写姐妹们的生活，这里是我情绪的宣泄
口，也是打工生涯中疲惫、压抑郁闷时五
彩斑斓的后花园。”

五年多的时间里，李文丽一共写了
20多万文字，画了400余幅画，都是生命
中的所见所闻，也是生活的齿轮刻下的
印痕。

后来，在文学小组老师和志愿者的帮
助下，李文丽出了一本名为《梦雨的世界》
作品集，分为“我”“她”“诗歌”“画”四辑，
收录了散文、诗歌、随笔、非虚构文学等共
计20多万字，也有400余幅或写意或写实
的绘画，非常厚，一只手都拿不动。

“作品集出来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没
睡着。觉得特别神奇也特别甜蜜，从来
没想过我也能出书。”

今年1月，李文丽代表皮村文学小组
受邀参加广州inD艺术书展，为文学小组
作宣传。“书展上好多人想买，问我多少
钱一本，可这不是正规出版的书，我们都
不敢卖。后来问的人太多了，我想干脆
卖几本试试，结果 50 块钱、80 块钱都有
人要。”特别是一位编辑看了她的书之后
说，想拿回去看一看，帮她正式出版，“我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一位艺术家老师评价她的画作，
“在画里能看到好多故事，纯真、震撼，有
点笨拙却有很可爱的艺术性。”也有老师
评论她的文章“质朴、真实、感人，故事性
强”。李文丽感慨道，参展后她才领悟，原
来在这个忙碌又琐碎疲惫的生活中，大多
数普通人还是更喜欢真实、质朴、通俗易
懂、接地气的书写，“而我们这些打工者发
自内心的书写，更是能引起大多数普通人
的共情，得到大家情感的共鸣。”

在广州之行后，李文丽写下了一首

《南方南方》：
太阳暖暖的
像妈妈的眼睛
温柔又慈爱
一刻都不想离开我的身影
风轻轻柔柔的
吹过南方的椰子树 木棉花 紫薇花
海水吹起了青山的黛影
路过的人群镶嵌其中
……
她把这首诗发表在自己的公众号

“梦雨的梦”里，结尾处插入了邓紫棋的
歌《喜欢你》。

今年3月份，李文丽又代表皮村文学
小组参加澳门文学节。“到了澳门之后我
又被震惊了。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从来
没有想过会站在澳门这个地方。作为一
个刚刚学习写作的业余写作者，能跟专
业的作家们一起分享我的经历，就像做
梦一样。”

5 月份，她在上海参加《从她说起》
520 女性成长分享会活动时，用近 20 分
钟的视频，娓娓讲述自己一路走来的辛
酸和收获，以及不断成长的感悟。

她说：“这一切经历让我觉得，到北
京之后，我好像重生了一般，拥有了不一
样的人生。”

如今，56岁的李文丽，想有更多的时
间去读书。“我在文学小组写文章获得了
好多书籍，都没时间去阅读。有一天哪
里也不去了，就在老家的院子里晒着太
阳，翻看这一本本承载着我人生当中高
光时刻的荣誉之书，再把打工路上遇到
的有趣灵魂，亦师亦友及帮助和鼓励过
我的人们，一一记载在字里行间，画在彩
图里，一定是幸福美好的。”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欧阳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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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年时间写出20万文字、画出400余幅画，上综艺节目为家政女工代言发声，出演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
团队的舞蹈作品，以文学之名赴澳门参加文学节……从甘肃平凉走出来的农村妇女李文丽，在北京做家政工的七年
时间里，用文学、绘画、艺术为自己的人生赋予灿烂的色彩、丰盈的内涵和厚重的质地。

“我今年56岁了，但我还是要努力，不管怎样，总要为自己活一回。”

“总要为自己活一回”
一位家政女工的蝶变之路

李文丽生于1968年12月，甘肃平凉
市崇信县锦屏镇冉李村人。

“10 多年前，我还是个只知道进门
做饭干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出门干
农活，也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习惯
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单调乏味的生
活。”李文丽说，2005 年，丈夫因车祸左
腿截肢，三个孩子都上学，家里的经济
来源陷入困顿，特别是丈夫由一个健康
人变成了残疾人，脾气变坏了，动不动
就暴跳如雷，好脾气的她成了丈夫的

“出气筒”。
“那一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丈夫

出事后两个月，我姐姐因脑出血突然去
世，母亲伤心过度也生了病。接二连三
的打击让我这个活泼开朗的人一下子变
得少言寡语，那一刻，真正理解了‘祸不
单行’四个字的含义。”讲述过往，李文丽
的语气平静而内敛。

2007 年，两个儿子相继上了高中。
为了照顾儿子，也为了补贴家用，李文丽
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馒头店。2011年，两
个儿子考上大学，她转让了馒头店，跟随
孩子的脚步辗转内蒙古、兰州、银川等地
继续打工。

她打的第一份工在啤酒厂，在回收
车间验收二手瓶子。一天下来，常常鞋
湿透了，脚也泡肿了。耳边机器轰鸣，破
碎瓶子发出刺耳的声音，这些日常的聒
噪她接受着也适应着，“即便生活一地鸡
毛，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像个勇士一样去
战斗。”

“记得有一次，我把验收好的瓶子装
箱往上面码的时候，一个箱子掉下来砸
到脚上，那箱子里装着十六个啤酒瓶子，
直接把大拇脚指头砸烂了，当时疼得蹲
在地上起不来，也不敢哭，怕班长看见了
辞退我。那时已是冬天，啤酒瓶子收少
了，厂子里人太多，正是裁员季节，为了
保住工作，也为了能拿全勤奖，我只能用
卫生纸裹住伤口，穿上袜子忍着疼继续
干活，直到现在，大拇脚指头还留有疤
痕。”这些岁月留下的痕迹，如同斑驳往
事中的一声叹息，沧桑而疲惫。

为了多挣钱，她当过护工，也在工地
上干过小工。后来听周围人说，干家政
特别挣钱，李文丽就进入到家政行业。
起初没有经验，也干得不顺心，“感觉自
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碰来碰去，我对自
己的人生充满了迷茫……”

2017年，在银川给雇主带孩子时，偶
然看到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
我装订得极为拙劣。”里面的第一句话深
深打动了她，文章主人公如同一束光，照
进了她的心田。

范雨素是一名北漂育儿嫂，以《我是
范雨素》一文在社交网络走红，文章记录
了她和家人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

“这句话特别适合我，我的人生也是
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李文丽从这篇文章
中找到了共鸣，也寻觅到了自己未来的
方向，“从那以后，我就在心里种下了一
颗想去北京看看的种子。听说北京好挣
钱，我想去试一试，家人也同意。就这
样，我第一次去了北京，也从来都没有想
过，命运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到了北京，李文丽依然做家政工，帮
雇主照顾孩子。

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她无处可去，
便常去公园里面待着，“有时下雨、下雪、
刮风，我就想着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休
息，哪怕是和别人聊聊天也好。”

后来，她从网上搜到一个专门为家政
女工提供的公益平台——“鸿雁之家”，那
里有免费的热水，也有免费的网络，还可
以参加一些文艺活动。

“不得不说，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幸运
的人。如果我不来北京打工，没有参加

‘鸿雁之家’和文学小组的活动，没有遇到
那些一路帮助扶持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我
怎么能像现在这样自信、乐观地去参加各
种各样有意义的活动呢？正是在他们的
引导帮助下，在老师们一次次的分享和鼓
励中，我慢慢重拾以往的兴趣和爱好，重
拾之前的乐观积极，开朗活泼的天性也回
来了。我更相信命运不是天注定，一定要
靠自己去掌控！”在这里，李文丽的人生发
生了蜕变。

“鸿雁之家”创立于2014年，办公室
坐落在北京望京SOHO附近的一座公寓
楼里，那里也是鸿雁家政姐妹的公共活动
室。平日里，家政女工们在城市各个角落
围着锅碗瓢盆、老人的轮椅、幼儿的啼哭

声而奔忙劳作，到了每周的一个休息日，
她们会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来到望京的
鸿雁地下活动室，“逃离日常”的放松时
间，写作、唱歌、跳舞，自我疗愈。

“刚去‘鸿雁之家’时，我不敢说话，就
站在角落里，挺没自信的。”有工作人员就
来问李文丽：“大姐你长得这么好看，为什
么不跟大家一起玩一起跳舞呢？”李文丽
想起了以前在老家，在田里种地无聊的时
候，就唱《青藏高原》，村里人都叫她“李
娜”，后来因家里出了事，很久不唱歌了。

“在这里，我再一次完全打开了自己，
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李文
丽说，自己从小到大，性格开朗，活泼好
动，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周伯通
一样，有什么事都不会放在心里，“曾经有
人说过我的命不好，我听了一笑而过，嘿
嘿，不好？我倒想看看怎么个不好？”

李文丽个子高挑，在“鸿雁之家”的各
类舞蹈演出中，完全释放着身体的个性。

“从小被人说女孩子高了不好看，曾经对自
己的身体产生过自卑。但在舞台上，我可
以自信地站在前排——身体舞动不关乎工
种，不关乎高矮胖瘦，也不关乎年龄。”

李文丽第一次走上盛大的舞台，是在
2023年5月参演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
贝尔团队的舞剧《盛会》上。

大雪纷飞的空地上，二十个人，伴随着
音乐“群魔乱舞”。突然，音乐骤停，灯光黑
暗，幕布落下来，大家都定格在寂静中……

这是李文丽的一个梦境，也是生活中
真实的“盛会”。

“《盛会》大胆又前卫，自由又包容，让
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以挑战舞蹈
的方式来书写当下多元的身体史。那天晚
上，我们站在王府井吉祥大戏院的舞台上，
灯光亮起，台下观众掌声一片，那一刻，真
实感受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李文丽在自
己的公众号里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感。

演出结束，李文丽走出戏院，目之所
及是王府井大街璀璨的霓虹灯和熙来攘
往的人群。“我突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首
都啊，才是原先在老家电视里、新闻上看
到的北京啊。我从农村的小家里走出来，
又来到大城市高大的‘家’里，那一刻才感
觉，我是真的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李
文丽泪水夺眶而出。回到雇主家已是深
夜，她拿出画笔，把这场《盛会》里的舞者
一笔笔画了下来。

这是她在打工道路上一个难以忘怀
的精彩瞬间，也是她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而“鸿雁之家”，就像是她每周一次必
回的“娘家”，是她的充电宝和加油站，给
她温暖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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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北京” 难忘的《盛会》

皮村的文学滋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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