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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山快步向审讯室走去。在
通往审讯室的过道上，陈山走得
沉着而缓慢。他看到了陈夏，她
躲在一个角落里，像一个呆傻的
木偶。陈山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继
续前行，这时钱时英的惨叫声从
审讯室传了过来。陈夏的眼泪终
于流了下来，她把手指头紧紧磕
着牙齿，手背上就全落满了泪
滴。从她的目光看过去，只能看
到陈山打开了审讯室的铁门，走
了进去。

陈山打开审讯室的门时，一
名特务正用两根手指粗的钢筋穿
过钱时英的肩窝。两汪血像泉水
一样，从钱时英的肩窝处挂了下
来。两根钢筋的一头是一盆火，那
钢筋被烧红了，红色正在缓慢地向
钱时英的肩窝漫延。于是一股烧
焦的味道，在审讯室内弥漫开来。
钱时英痛得脸上全是汗水，衬衣也
湿透了，结满了成片的血痂，紧紧
地粘连着他的皮肉。钱时英的眼
珠子圆睁着，巨大的疼痛让他脸上
的肌肉在不停地颤抖。

陈山在不远处望着钱时英，
对特务说，停！我要审他。

火盆被移离了，钢筋也被特

务用巨大的火钳拔去。钱时英的
头就迅速地垂了下来，奄奄一息
的样子。陈山近距离地望着这个
陈金旺日思夜想的大儿子，一个
品学兼优可以光宗耀祖的清华大
学学生。陈山轻声说，有家也不
回？他的声音轻得像头发丝落
地，细微，但是却传进了钱时英的
耳朵。钱时英苦笑了一下说，哪
还有家？

我要救你出去！
陈河心中掠过了一丝惊慌，

说，不行。你救我就是寻死，荒木
惟就等着有人来救我。

我不救你，那你就更得死。
陈山说。

一人死比很多人死值得。但
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住，照顾好
张离。

可你对得起陈金旺吗？
这时候脚步声响了起来，陈

山忙举起拳头，重重一拳砸在了
钱时英的脸上，钱时英鼻血长流，
糊了一脸。陈山故意大声地吼起
来，我不信你的骨头比钢筋还硬。

一名特务带着荒木惟和唐曼
晴进来，他们都看到了陈山击出
的重重一拳。唐曼晴的眼里就燃

起了愤怒，她快步走过去，深深地
挖了陈山一眼说，得饶人处且饶
人。对你有好处。

陈山说，好处是可以让我少
断一根肋骨的意思吗？

唐曼晴说，你真记仇！
陈山说，我要真记仇，刚才我

就打死他了。
这时候荒木惟点着了一支雪

茄。他美美地抽了一口，然后把
烟喷向了天花板。这个漫长而无
聊的秋天，让他觉得他有的是大
把充裕的时间。他需要让陈夏，
一个一个地拔去他面前的钉子。
他看到了唐曼晴慢慢地走到钱时
英的身边，拉起他下垂的已经被
拔去了十个指甲的手指头。那手
指头已经肿得不成样子，她握着
的几乎不是手，而是两大团血
肉。钱时英无比虚弱，无疑像是
秋风中的一根稻草，在旷野里簌
簌发抖。但是钱时英仍然努力地
挤出了一个笑容，他咳嗽了一下，
嘴角就挂下了一小团血块。钱时
英微笑着说，曼晴，我真想和你再
骑一回马，驾……驾……

唐曼晴也笑起来，接着钱时
英的话说，天那么蓝，马场那么开

阔，你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告诉我，
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然后春风浩
荡，然后春风十里，然后春光烂漫，
然后春花怒放……驾……驾……

唐曼晴一边轻声说着话，一
边慢慢地绕到了钱时英的背后，
从后背轻轻地抱住了钱时英。她
用自己的脸贴着钱时英的脸，泪
水顺着钱时英的脖子，滴进了他

的胸膛。
叁拾叁

荒木惟闭着眼睛靠在窗边听
陈夏弹《樱花》。陈夏的手指头机
械但却熟练地弹奏着曲子，但是
他的耳边都是哥哥钱时英受刑的
惨叫声。荒木惟突然睁开眼睛
说，你很慌乱。你的琴声乱了。

很快，陈夏的琴声恢复了正
常，但是她的内心一度挣扎，要不
要向荒木惟坦白一切，并替哥哥
求情。终于在陈夏弹完最后一个
音符的时候，她转过身来，看到荒
木惟又闭上眼睛靠在窗口，仿佛
沉浸在钢琴声中。荒木惟说，你
大概是有什么话想说。

陈夏语音急促，一定要杀那
么多人吗？大街上经常响起枪
声，好多人都死于围捕军统和中
共时的乱枪中。你说大东亚就快
共荣了，可是我看不到。陈夏说
完话的时候，手掌重重地按在了
琴键上，发出了巨大的琴声。混
沌而悠长。

荒木惟仍然闭着眼睛，他不
响。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突然狂
躁地大声说，那些都是该死的
人。只有这些人死干净了，东亚

才能共荣。荒木惟的脸涨得通
红，他的手不停地挥舞着，仿佛在
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这让陈夏
深感诧异，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荒
木惟狂怒的样子。

荒木惟仍然在怒吼着：死，去
死！

叁拾肆
张离在一座叫猛将堂的教堂

里，和从香港匆匆来到上海的“麻
雀”接上了头。那天麻雀带着一
名叫春羊的交通员，他们陪张离
度过了整个的下午。其实在很长
的时间里，他们选择静默。因为
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麻
雀告诉张离，凡是和钱时英有联
系的同志，都已经成功疏散。张
离说，钱时英不会叛变。你小瞧
他了。麻雀说，不是小瞧，是以防
万一。

张离说，没有万一。
最后麻雀说，你的心情我能

理解，但是我们并没有力量营救
钱时英同志。我们根本找不到任
何空隙和机会。

张离就不想再接话。她眯着
眼望着远处，在她心里，钱时英的
命运已经被不可逆转地决定了。

她甚至突然感觉不到悲伤。麻雀
盯着张离的眼，他慢慢地伸出手
去，紧紧地握住了张离的手说，张
离同志，我知道你心里埋着悲伤。
但是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

张离努力让自己笑了一下
说，我来替他活下去！

钱时英被执行枪决的地点，
荒木惟定在了离梅花堂不远的小
树林。执行那天，陈山和陈夏都
在现场。荒木惟说，特务科的人
都必须到场。陈山看到钱时英穿
着破旧的衬衣，外面套了一件不
知从哪儿找来的半新旧的黑色中
山装。他的头发仿佛是清理过
了，干净了不少。嘴角的伤口已
经结了痂。看上去，钱时英的精
神还不错。风从他新鲜的伤口上
奔过，这让他的内心欢叫了一
下。钱时英也看到了陈山和陈
夏，那是他的亲人。但是，他不能
说，也不能认。他只能微笑着，一
步步走向反背着双手的荒木惟。

那天荒木惟把国军使用的
M1911手枪递给了陈山，微笑着
说，你来执行。用这把国
军用的手枪，来杀死这名
共产党。 24

连连 载载

雾锁山乡（国画） 许来广

♣ 余继聪

苦刺花

人生讲义

♣ 吴建国

夜深了，“咕咕”，“咕咕”，布谷鸟的
叫声清脆，响亮。听着布谷鸟的叫声，
还有手机微信的提示音，躺在床上的槐
花心里越发毛躁，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下午，她给幸福打电话，问他能否
先把她家的麦子收了。前年，幸福弄了
台联合收割机，幸福就一下子成了村里
的红人。这两年，每到麦收时节，老少
爷们就像早朝时大臣给皇帝请安似的
去巴结他。老话讲，麦熟一响，蚕老一
霎；紧种庄稼，消停买卖。麦子还是早
收割的好，若是下雨，就糟糕了。

接到槐花的电话，幸福没往正题上
说，要槐花晚上去给他熨烫衣服，说过
几天他要相亲呢。槐花猜测，熨烫衣服
可能是幸福的潜台词，他嘻嘻哈哈的，
好像装着一肚子坏水。可是，她要是不
去，怕是再有十天也轮不到她家，到那
时，只怕地里的麦子都炸了。若是人工
割，她怀着身孕，天热得像下了火，实在
不便。去？不去？说不定真是自己小
肚鸡肠了，人家幸福狗屁想法也没有，
真的是让自己去熨衣服。想到这里，槐
花就从床上爬起来，刚要去拉灯，忽然
隔窗看到篱笆院门口蹲着一个人，明晃
晃的月光下，槐花睁大眼睛，瞅出那个
人好像是大顺！

大顺是槐花的男人，在城里打工。
难道是他回来了？槐花又惊又喜，刚要

叫出声来，忙捂住了嘴巴。之前，大顺
打电话说要回来收割麦子，槐花拒绝
了，说一来一回一千多块，三亩多麦子
也值不了多少钱，不划算。大顺说我想
你了吗。槐花说，想我了收秋滚回来。
若是大顺回来，他能不打电话？到家
了，怎么不叫门呢？莫不是他知道自己
要去找幸福，故意蹲点守候的？想想，
不像；看看那团模糊的影子，也不像。
难道是幸福？那可怎么办？不行，自己
不能叫，更不能开门，不能做对不起大
顺的事。想到这里，槐花悄悄关上窗
户，和衣躺下了。她打开微信，看到幸
福发来的一连串问号，槐花没犹豫，打
出一个句号，然后关机了。

布谷鸟依然“咕咕”地叫着，槐花像
听着催眠曲似的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起来，槐花打开门，门
口那团黑影不见了，她松了口气，顾不
上弄早饭，就拿上镰刀去麦地，割麦天

得趁早，等到日头爬出来，地里就站不
住人了。半路上，槐花忽然接到幸福的
电话：“大顺都回来割麦了，还让我割
啥？耍猴咋的？！”不等槐花回话，幸福
就挂断了电话。

啥？大顺在地里割麦？莫非昨晚
的黑影真的是大顺？想到这里，槐花就
加快了脚步。

是大顺！他弯着腰撅着屁股，挥舞
着镰刀，唰，一把，唰，又是一把。等到
怀里的麦子搂不住了，转身放到麦子连
结的腰子上，回头继续“唰唰唰”地收
割。麦子已经躺倒一大片——他半夜
就来割了，不然割不了这么多。

“大顺！”听到槐花的叫声，大顺循
声转过身来，拿手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珠甩出去，说：“槐花，饭做好了吗？”

“你回来了也不放个屁？”槐花的话
里带着笑含着恼。

“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大顺解开

上衣的扣子，用衣襟扇着风。
“你半夜回来咋不进家？”槐花走到

跟前，才悄声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大顺盯着槐花微微隆起的肚子，也放

低了音量：“傻瓜，我大半夜敲门不惊了你
和宝宝的瞌睡吗？半夜割麦凉快，比白天
出活。”槐花心里一热，倒想不起说什么。

大顺说：“刚才幸福来了，我说这点
麦子我加加班，一天就解决了。再说，
庄稼吗，还是经经手吃起来才香甜。”

“麦子值不了几个钱，你来来回回
折腾……”话虽如此说，槐花心里还是
挺甜蜜的。

大顺打断槐花的话，说：“麦子有
价，亲情无价。”

槐花眼里汪着的泪再也藏不住，珠
子似的，一粒一粒滚出来。

“你看，你看，眼泪就这么不值钱？”
大顺走过来，要去给槐花擦眼泪。槐花
就势抱住了他。

一阵微风吹来，那些还没割倒的麦
子随风摇曳，麦子挤挤扛扛的，发出“沙
沙”的声音，似乎在笑话眼前这对小夫
妻呢。五月的暖风荡漾起来，那种麦子
独有的成熟的香味一下子弥漫在天地
间，到处都是香馥馥的。不知道躲在哪
个角落的布谷鸟，还在“咕咕”“咕咕”地
唱着，那是丰收的歌谣，欢乐的歌谣，幸
福的歌谣。

麦子的馨香
♣ 侯发山

微型小说

没来医圣祠之前，一直以为张仲景
本来就是行医治病的，没想到他竟然是
做官的，而且官至长沙太守，时人谓之

“张长沙”。
拾级而上，一对庄严雄伟的子母阙

提醒着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缓步入
祠，只见树木苍翠，花草繁盛，倒不失
为一个清新雅致的地方。近前是一组人
物雕塑，个个仙风道骨，卓然超群，似
乎都很有独特的个性风貌。沉默内敛的
华佗，抱手思虑的神医扁鹊，傲然昂首
的秦国良医医和，向天而问的著名医学
家歧伯，沉吟稳重的“针灸鼻祖”葛
洪，谦虚谨慎的“太医院判”李时珍
……每一个人都堪称一部医学词典。居
中而立的张仲景发髻高挽，胡须飘飘，
清癯的脸上神情忧虑。他眉头紧锁，炯
炯目光穿越千年，射向那个被称为乱世
的东汉末年。

张仲景进入官场，是因他承袭家
门，被州郡举为孝廉。建安年间，张仲
景被朝廷任命为长沙太守。太守也算一
个不小的官了，知一州之大小事情。按
理说，他应该很忙。可他却有些异类：
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
政事，专门为老百姓看病。每到就诊
日，官场成了市场，衙门成了医院，大

堂成了诊所。老百姓扶老携幼，从四面
八方赶来，在衙门前早早地排起了长
龙，不是上访告状，而是看病抓药。张
仲景热情接待每一位病人，认真地把
脉，仔细询问病人的症状，耐心地为病
人就诊。对于生活困难的患者，他不仅
免费看病，连药费也不收，令百姓感激
涕零。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
病的大夫，通称为“坐堂医”，用来纪
念张仲景的善行和德政。

青史留名的太守比比皆是，撰写
《醉翁亭记》 的滁州太守欧阳修，著写
《后汉记》 的宣城太守范晔，创作 《岳
阳楼记》的邓州太守范仲淹，那个重修
岳阳楼的巴陵郡太守滕子京，被誉为

“四知太守”的东莱郡太守杨震……这
些太守大多以诗文及业绩立世，可称为

“文章太守”，或“功名太守”。独有这个
长沙太守张仲景，另辟蹊径，独出一辙，
首创“坐堂行医”的先例，被冠以“行
医太守”之名，以医治世，惠及千载。

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张仲景中道变
辙。东汉末年，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
行。张仲景的家族也受到严重的侵害。
原有二百多人的大家庭，在不到十年的
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
之七死于伤寒病。目睹百姓的灾难，加

上自家的伤痛，张仲景递上了辞职报
告，接替他任长沙太守的是三国著名战
将孙坚。张仲景本意是想远离官场，潜
心研究根治伤寒病的良方。从太守到平
民，他这个身转得并不华丽，却为一个
旷世医家提供了可能。

青少年时期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
师，奠定了张仲景良好的医学基础。辞
职后，他仔细研读过 《素问》《灵枢》
等古代医书。除了勤求古训，他还博采
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
东长廊一组汉代画像石刻，真实地再现
了张仲景当年下荆襄、登桐柏、赴京
洛、涉三湘，寻医问药的艰难历程。到
建安十五年，被誉为不朽之作的《伤寒
杂病论》横空出世。这部最有影响的光
辉医学典籍，后来被奉为“方书之
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中有门庭，穿堂而过，是一清代四
合院，主殿供奉着张仲景的镏金坐像，
神态平和。他左手握着一本摊开的书，
似乎是在看了一眼之后，正抬起头来思
索着什么……东首王叔和是晋代著名的
医学家，西首的孙思邈被尊为“药王”。
以王、孙二人的医学渊源，配祠医圣张
仲景，倒真是相得益彰。竖行楷体，还
有一些繁体字在东西两面的墙壁上蜿

蜒，一百一十三剂方子赫然在目。那不
仅仅是一剂一剂的方子，更是张仲景毕
生的心血，庇祐着斯时，也润泽着当世。

这一天高天旷达，云霞萧索。徜徉
前祠，见草木竖系标牌，初时不经意，
以为那就是植物的名称标牌而已。仔细
一看却大谬不然。“榙柏，柏科。树叶
药用价值：能袪风散寒，活血消肿、利
尿”、“辛夷，木兰科，花蕾功能主治：
散风寒、通鼻窍”、“山楂，蔷薇科，果
实药用价值：开胃消食，化滞消积，活
血散淤，化痰行气”、“棕榈，棕榈科，
功能主治：收敛止血”、“女贞，木樨
科，果实功能主治：滋补肝胃，明目乌
发”……一棵树，一茎草，除了标注名
称、科属，均有医药功能的介绍说明。
草木之间，似乎也有了神性与灵性。倘
若仲景先生此刻踱步园内，想来也得驻
足侧目，欣然颔首。

医圣祠内门庭上，有著名学者任应
秋先生题写的对联：阴阳有三，辨病还
需辩证；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名
医治病与名相治国并没有什么本质区
别，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活人”。“活
人”，意即让人健康、幸福、有尊严地
活着。

诚哉斯言。

♣ 张向前

史海钩沉 行医太守张仲景

水绝佳者多在云烟深处，书之上品
多在古纸堆中。《雪夜闲书》是一本读书
札记，所涉古籍近百种，包括 《史记》
《汉书》《后汉书》《明史》《石匮书》《清
史稿》以及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诸多野史和
笔记小品。与作者的另一本《书鱼记：漫谈
中国志怪小说·野史与其他》同为姊妹篇。
该书分五卷。卷一“闲书散叶”点评诸多
古籍，有明清小品之况味；卷二“怪力乱
神”研读志怪小说笔记，写花妖木魅、神
鬼狐怪之事，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卷三

“百二秦关”侧重前四史谈体悟，慷慨直
率，滋味独特；卷四“江山劫数”就明史展
开，行文雅洁，蔚为大观；卷五“清宫漫

语”写清朝旧事，耐人寻味，悟及紫朱。
该书作者储劲松嗜读古籍，涉猎既

广，下笔意趣与妙趣横生，抉幽发微，
探索历史的真相，字里行间熏染有青灯
的柔和与白宣的温软。作者自言：阅古
而谈旧，如骑驴远行去访知交人家，讨
几杯薄酒来浇心中块垒，借晚雨晚风来
吹打肚中衷肠。如野叟巷议渔樵闲话，
江湖如何如何，廊庙如何如何，东毗西
邻又如何如何，于事无补，聊作谈资。
又如冬日晌午靠着山墙根眯眼晒太阳，
靠得舒服了，晒得暖和了，顺手搔一搔
旧痒，扪虱而食。古朴宁静的时光，有
时只要一本闲书。

《雪夜闲书》
古纸堆中的读书札记

♣ 胡竹峰

新书架

苦刺花在冬末春初开花，花
朵细小，颜色淡白，嗅着没有香
味，叶子也是细小的羽状叶子，无
法把她的花陪衬得漂亮些。但
是，就是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野
花，却经常登上上到达官贵人、下
到平民百姓家的餐桌，也经常登
上星级酒店的大宴席。

其实，苦刺花根本不讲究、不
娇气，山坡上、公路边，漫山遍野，
无论有多贫瘠多干旱的地方，只
要一到冬末春初，就大量开出这
种极其不起眼的小花。她们开得
众多，开得默默无闻，由于没有鲜
艳颜色，所以无人欣赏；由于没有
香味，所以没有机会被采来插进
美丽的花瓶；由于没有蜜汁甜味，
所以从来不能招蜂引蝶。

没有几个城里人来欣赏这些
毫不起眼的苦刺花，她们实在太
平凡了。城里人欣赏的是艳丽高
洁的梅花、隐逸脱俗的菊花、出淤
泥而不染的荷花、浪漫灿烂的桃
花、暧昧邪辟的杏花、热情贲张的
红玫瑰……几乎一切鲜艳的花芳
香的花，都曾经引起过人们的关
注，都得到过人们的赞美，却从来
就没有人喜欢也从来没有人歌颂
过这默默无闻的苦刺花。看着苦
刺花，我常常想到家乡众多的农
民乡亲们，他们太像苦刺花了，默
默无闻，从来不引人注意。

苦刺花，虽然如此不起眼，但
是却很受乡下人青睐。我们这些
默默无闻、毫不起眼的乡下人，房
前屋后，山坡上下，公路两边有这
些苦刺花做伴，才不孤独寂寞；这
些苦刺花有我们这些乡下人青睐
欣赏，也才有价值。当然，乡亲们
大多忙于侍弄庄稼，没有较多空
暇和心思来欣赏这些素淡的、永
远素面朝天的苦刺花。

乡亲们在上山放牧牛羊的时
候，背上个小帆布包，或者提上个
小提箩，一边走一边随意地采摘
路边的苦刺花。有的老太太也会
在晚饭后到村边地头采摘苦刺
花。有时到山地里干活，看见路
边的苦刺花，就顺手采摘一把揣
进衣裙里，回家后打开衣裙，就倒
出了一片欣喜和美丽。

早年，乡下人家采回的苦刺
花，都是用一个小竹箩盛着，挂到
溪水里去冲泡，去其苦味。清幽
幽的溪水，本身就甘甜，慢慢漂走
苦刺花的苦味，甜味却慢慢溢进
苦刺花中，还带着淡淡的泥土
香。三五天之后，苦刺花的苦味
败去，却慢慢溢出淡淡的香味和
甜味来。

原来，她不是没有芳香甘甜，
是要这样的经历滚滚流水冲刷，
才能显出她的本香本甜味道来。
她真是一种毫不张扬、隐忍隐逸、
韬光养晦的花。

一朵朵小小的苦刺花，长期
缺水缺乏营养的苦刺花，却在溪
水中饱吸了水分和营养，舒舒展
展地开放了，开得那么美丽，那么
滋润，那么水灵。她太像乡下的
小姑娘了。我们乡下的小姑娘
们，也是缺乏营养，缺乏水分的另
外一种苦刺花啊！

苦刺花，也只有乡下人和她
惺惺相惜，能和她成为知己，能够
注意到、欣赏到她藏起来的这种
淡淡的香味和淡淡的美丽。

苦刺花，炒豆豉炒蚕豆米，炒
腊肉炒火腿，都十分爽口，特别清
凉败火。在油荤很大的宴席上有
这样一道返璞归真的山珍，确实
是令人目为之一新，口为之一爽。

知味

看一部电影，除去最精彩的高潮，更
多的是平淡的剧情；听一首音乐，除去动
人的旋律，更多的是平淡的音符；读一本
小说，除去扣人的情节，更多的是平淡叙
述。而行走于人生的旅途，除去痛苦、烦
恼、快乐、幸福，更多的则是平淡的风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环境的变
化，我逐渐对品味平淡、享受平淡的生活
有了诸多的注释和领悟。人生在世，踏行
在漫漫旅途中，看尽人世间的精彩繁华、
人情冷暖，若能淡然处之，笑赏春花秋
月，人情负重将会淡去许多。面对各种各
样的欲望诱惑，如果管不住自己，随心所
欲，反而会错失很多平淡中的美好，甚至
会适得其反。

当然，我并不主张抑制人性与生俱
来的欲望，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怎样的心态
和方式去对待、包容它。人生在世，不可
能没有欲望，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尤
其是现代社会，让人变得茫然而不知所
措。老子曾说，五色令人目盲。欲望太
多，会让人疲惫。心里装的包袱越大，人
越是寸步难行。学会放下，才能走更快更
远。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平淡生活，我们将收获一份闲适的
心情。咖啡很苦，果汁很甜，唯有白开水
最为平淡，但当我们捧一杯白开水静坐于
阳光下，什么都不做，我们会发现内心从
未有过的平静与闲适。你不会知道这种闲
适在如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有多宝贵，当
然，也不必知道，只要静静享受就够了。
《桃花源记》 中的村民如果不是能平淡的
生活，就不会有如此神秘而令人向往的花
源了，正是因为这种享受平淡的心境让他
们有了一份闲适的心情，在桃花源中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虽平淡却也宝贵。这种
闲适的心情也会让你更加懂得生命之中什
么应该珍惜，什么应该放弃。

在当下，把平淡的事情做好，便是最
有价值，也是最精彩的。对军人来说，在
祖国的边疆每日无怨无悔奉献青春是平淡
的；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在实验室里每天潜
心攻关是平淡的；对农民来说，在田地里每
天默默耕耘是平淡的。那何为精彩呢？共
和国的和平与安宁就是每名军人的精彩；
宇宙飞船的升空是每位科研者的精彩；秋
天田野那一片片的金黄的麦浪就是每个农
民的精彩！正是人生一点一滴的看似平淡
的细节才构成了耀眼的精彩。因此，我们
在品味精彩的同时更应看重平淡的生活。

平淡是一种态度，一种高出世俗的
超然，不是不思进取，也不是无所追求，
而是以一颗纯净的心灵对待生活与人生。

平淡生活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书法） 张晓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