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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坐会儿了？”姚静跟
着梁冰朝门口走了几步，胡乱说了一
句。

梁冰停了一下，盯着姚静看，电
光火石之间，让姚静有种天旋地转之
感。

“我是说……我跟小沈该走了，
你们聊……”姚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

李春天剜了她一眼，怒气冲冲
地问：“这是谁家？”

姚静对着梁冰吐了吐舌头，不
敢再说话，梁冰被她的表情逗乐，开
门走了。

李春天气恼地坐回沙发，带着
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跟两位客人详
细地说道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

姚静和小沈显然完全没想到那
个前天才见过的“小尖脸儿”已经跳
楼身亡了，两个人瞪大了眼睛，面面
相觑。

“不过，我说一句话你们别不爱
听……”姚静怯怯地看着李春天和沈
光明，“我觉得也不能全怪梁冰吧，谈
恋爱本来就这样，人家对你已经没感
觉了，那就分手呗，洒脱点儿有什么
不好的，像圣洁那样非得死缠烂打缠
着人家换了谁谁也得躲，出了这样的
事儿，第一责任人还得说是她自己。
她这样，只能叫梁冰把她看扁了。这
谈恋爱……”

“你别一口一个谈恋爱谈恋爱
的，梁冰那是在谈恋爱吗？！那叫谈
恋爱吗？！谈恋爱第一个标准就是平
等，男女在一块平等地交往，他跟圣
洁那是平等关系吗？他完全就是仗
着自己有几个臭钱把圣洁给包养
了！这种男的……太
不要脸了。”李春天说
得义愤填膺。

“那……梁冰他
老婆知道吗？”小沈
问。

这 个 问 题 叫 李
春天想了好一会儿，
她记得，梁冰好像没
结婚。

“这不结了！”姚
静松了一口气，“梁冰
又没结婚，又没老婆，
他跟圣洁不是谈恋爱
还能是什么！”

话是不错，可是李春天尤能记
起圣洁在文章里的描述，分明是在说
她就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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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的假期对李春天来

说实在有些漫长。刚回家那天，
李老二着实把父母吓了一跳，她
不但形容憔悴脸上还挂了彩，费
了好大的口舌李春天才让父母相
信，她眼角的伤口不过是打扫卫
生时的一次小意外。每当她躺在
父母家的客厅里看着电视，伸出
手就有削好的苹果或者喷香的饭
菜端到跟前的时候，李春天都有
一种想要流泪的冲动，她不止一
次地发出慨叹：这才是人过的日
子！于是自然又招来母亲的一顿
数落，说是数落，其实也无非就是

“不求上进”之类的闲话，李春天
听得耳朵都长毛了，早已不在乎。

钟小飞的家人并没有为她举行
任何告别仪式，就连钟小飞已经下葬
的消息都是那个好心的房东黎大姐
打电话告诉她的，不知是不是巧合，
那一天李春天莫名其妙的发了一天
低烧，半睡半醒之间总感觉有水滴滑
过她的额头，伸手去擦，却什么都没
有，李春天无法理解为何那感觉会如
此真实，如果不是什么人的眼泪又会
是什么……

李思扬又托人给老二捎 了 一
些东西回来，衣服、鞋子还有好多
的咖啡和巧克力。每当打开包裹
的那一刻老二都有一种幸福的悸
动，她特别想拥抱老大，当然不是
因为那些礼物，到底为什么她却
总是说不清。

李思扬托人带回的东西里还
有给张一男的两条香烟。李家妈
妈首当其冲对此表示了不满：“都
这么多年了，还总是给张一男买
这买那，从前张一男没结婚也倒
罢了，现在叫人家青青怎么想！”
她说的时候充满忧虑。这一次，
李 永 坤 没 有 表 示 反 对 。“ 这 有 什
么？朋友之间送点礼物有什么不
好的。”李春天对母亲的说法颇不
以为然。

饶是嘴上这么说，李春天内
心也觉得香烟送过去刘青青未必
会高兴，为了表示对刘青青的尊
重，李春天决定把这两条香烟交
给她。

她给刘青青打电话想约她晚
上一块吃饭，不想还没容她开口，
刘青青就嚷嚷起来：“老二，你这
些天是怎么了，手机不开，往你家
打电话也没人接，往你父母那打也说
你不在，你想干吗呀？”

李春天有点含糊，父母那里是
她交代的，不论谁找一律回答她不
在。

“呃，我忙……”
“得了吧你，都是借口，你不就

是躲着我们，就跟谁不知道似的。”
“谁躲你们了！我是真忙，出差

了几天。”
“编，编，再编！就跟我没往你

们单位打电话似的，人家说你休假
呢！出差？蒙谁呀你！”

李春天终于失去了耐心，“哪那
么多废话，快说，你找我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你现在哪呢？”
“我妈这儿。”

“ 那 你 赶 紧 回
家，你到家就什么都
知道了。”

李春天带着一
肚子的气恼进了家，
李 春 天 更 加 郁 闷
——除了家门口被
贴了一张水费单，一
切 都 和 以 前 一 样 。
对了，多出来的还有
一屋子的尘土，那是
因为李春天走时忘
了关窗户。

刘青青分明在
耍我嘛！李春天抓

起了电话。
刘青青居然不接电话！
有人敲门，她立刻明白了：肯定

是刘青青！
开了门，却发现几个陌生人抬

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子站在门口。
戴眼镜的一个小伙子说：“这是

李春天家吗？”
“我就是李春天。”
“我们是某商场电器部的，给您

送货……”
“等会儿等会儿。”李春天慌忙

拦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买
东西呀，送错地儿了吧你们？”

戴眼镜的那个赶紧从上衣口
袋里掏出一张单子，仔细地看完
后对李春天肯定地说：“没错，地
址和姓名都没错。”

“怎么没错？我根本没去你
们 那 买 过 东 西 …… 对 了 ，这 是 什
么东西？”

“背投电视。”“眼镜”说着又
检查手里那张发货单，“您看，交
款人叫梁冰，他买的，你老公吧？”

李春天听见“背投电视”的时
候 脸 就 已 经 沉 下 来 了 ，再 听“ 眼
镜”说“你老公”李春天的脸沉得
都快掉地上了。

“送错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
人。”说完就要关门。

“眼镜”慌忙拦住她，“别呀，
您看这地址和人名儿都对，您就
签收了吧，这么远的路也省得我
们再跑一趟，您可不知道，这电视
机太大，电梯都进不去，
我们是从楼梯给您抬上
来的……”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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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
了。

腾飞希望
奠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

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飞飘。黄安还

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
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
着乡里乡邻，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
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
一技之长的，愿意到
黄氏公司打工的都可
以前来报名，本子上
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
本。

仪 式 马 上 就 开
始了。一辆奔驰车到
了，黄安和邱成字下
了车，邱成字手捧着
彩绸包裹着的玉琮，
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
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
黄安、陈书记、王县
长、邱成字缓步走到
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
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
开绸布，现出一尊宝玉。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
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
角，发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
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
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
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

惜，太可惜了。
这时，陈书记说，请黄老板讲几

句吧!
黄安从邱成字手里接过玉琮，

高高的举起，大声说，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玉琮，是
一种玉，最早的玉。有了这个玉，才
有商城。所以说，玉琮是我们的根。
我黄安，是商城千万个打工人士之
一，我们在外，几经拼打，是为了什
么？也许是为了生存。但我们有了

生存的条件，生活富
裕了，我们在外的务
工姐妹兄弟就想到了
家。玉琮，归根到底
是在说什么？它就是
说天地人，祭天礼地，
人在中间，人就是精
华。只要我们懂得了
这个道理，商城就有
了希望，做人就有了
价值。今天，请让我
把它埋在商城这块土
地上，它属于商城大
地的，属于商城人民
的。这块玉琮，预示

着商城 的 腾 飞 。 环 看 商 城 大 地 ，
有我们投资建设的土地；环看这
一片蓝天，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乐
园。这里的土地养育了我，也养
育了我一样无数在外奋斗的打工
仔，他们会像鸽子一样飞回来，报
效家乡；他们会像玉琮一样，在家
乡的土地上绽放异彩。

（完）

枯 松
在庐山锦绣谷游览,一棵石缝中枯

死的松树，突然令我如中雷击般的目
瞪口呆。是的，生命是顽强的，因此，在没
有土壤、没有养分的条件下，仅仅靠云遮
雾掩所带来的那么一点点水分，就有
了石缝中的松树。极端恶劣的生态环
境，迫使它斜斜歪歪着长、扭扭曲曲着长、
颤颤巍巍着长，这就是所谓的“在夹缝中求
生存”。虽然没有伟岸、健康的身躯，但它
毕竟发芽了、生根了、成长了！这种对生命
的激情和呐喊、对生存的坚强和韧性、
对逆境的抗拒和拼搏，令我深为感动和心
往神追。但当松树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土
壤、养分、水分就成为制约其生存的决定因
素了。这些决定其生存的因素极端匮乏，
最终带来了它的枯萎和死亡。

在为这棵枯死的松树而惋惜和悲
哀的同时，也使我深思。人定胜天和
大自然的不可抗拒的矛盾，正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命题。为了求
得生存的权利，必须树立人定胜天的
信心，必须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和不屈
不挠的毅力，进行抗争，才能够使生命
发芽、生根和成长。不这样，连生存都
谈不上，何谓其他。但由于大自然的
不可抗拒，也必须千方百计想方设法
极力改善或造就决定生存的因素和环
境空间，诸如土壤、养分、水分之类。
不注意和重视这些，当扭曲的生命成

长到一定程度，迎接它的必然是枯萎
和死亡。

松树如此，人又如何!
山 霭

在井冈山的几天，细雨时断时续，
使我有幸天天看到著名的井冈山云
雾。每天晚饭后，我坐在宾馆的石阶
上，如醉如痴地遥望着远处的云笼雾罩时
隐时现的山峰，思绪也随着缥缈的云烟飘
荡，直到天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总感觉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哲学

寓意，但隐隐约约又一时捉摸不定，就
像那云笼雾罩时隐时现的山峰一样。
痴痴地看了两天、想了两天，似乎想明
白了一些道理。那座山峰巍然矗立在
天地之间，云飘过来，雾绕过来，渐渐
地遮覆住了山峰，除了云雾什么也看
不见了。但看不见山峰并不等于它不
存在，它依然直挺挺地耸在那里，只是
我看不见而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物质决定意识”之所在。“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人从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去观察山峰，
它给人的视觉里所造成的效果是不一
样的，当云雾弥漫之时，它也会偶尔露
峥嵘，又一个新的形象，但那仅仅是一
个个侧面。

山峰自有其本色。既不因从不同
的方位和不同的环境去观察它而改
变，也不因从不同的方位和不同的环
境去观察它而改变。山峰的存在和本
色，对它的观察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就
构成了物质和意识的矛盾性，这恰恰

证明了人、事物、世界是辩证的，是复
杂的，是多极的。对一个人、一个物、
一件事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因此而懂得了
一点点管理的常识，明白了一些察人观事
的学问，弄清了一些做事做人的道理。

瀑 布
井冈山的五龙潭瀑布非常壮观。

所谓五龙潭，就是长长的一道涧水，顺
着山势下泄时经历了五次大落差，形
成了气势磅礴的五龙潭瀑布，景区长

约十多公里。
站在最底层的第五潭瀑布脚下，

仰观飞瀑，引起我对人生的思索。是
什么样的动力，使得它不顾一切地从
高高的悬崖轰然扑下而不悔？在细雨
蒙蒙的水雾中，在震耳欲聋的轰鸣
中，我衣衫尽湿，一种苍凉、悲壮油
然而生……

也许是再也不能忍受地下的黑
暗、阴冷和束缚，也许是再也忍受不了
碌碌无为的平庸人生，也许是由于对
蔚蓝色大海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它才
这样胸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毅然冲出
地壳的围困，环峰绕谷，奔涌而下。山
涧的狭窄、悬崖的断裂、地形的扭曲、
地势的险峻，都不能阻挡它对理想的
追求。一次一次地跌落，又一次一次
地前进。不怕伤痕累累，不怕粉身碎
骨。九死不悔，百折不挠。“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它的这种
为了实现理想而不屈不挠的追求，正
是生命价值的最好体现。尽管我没有
看到它汇入大海的那一刻，但耳听着
它激烈的呐喊和呼啸，眼看着它前赴
后继的奔腾，感受着它雷霆万钧的决
心，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它的追求必定
能够实现。

人生和工作不都应该这样吗？“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五
龙潭瀑布，你真是一曲生命的赞歌。

前天开了一个大家庭会议，弟
弟、妹妹、妹夫、弟媳妇全家的人都
参加了。我们很少开这样的家庭会
议，而且这次会议很长，被我父亲说
成是马拉松会议。大家谈了许多具
体的问题，除了这些具体的问题之
外还总结出我们处事应该遵循的两
条原则：相信科学，敬畏神圣。这两
条是对我们家庭每个成员的保护，而
且是双重保护——科学的保护和神圣
力量的保护。

首先我们要相信科学，只有相信
科学，科学才能保护我们。盖房子要
尊重科学，结构才能安全，房子才不容
易倒塌，我们住在里面才安全。得了
病要看医生，要去医院，是尊重医学科
学，我们生命才能得到保护。科学对
我们的保护无处不在，理解起来并不
困难。但相信科学的背后，是承认自
己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尊重那些掌握
我们不熟悉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的人
才。科学越发达，我们越发现我们个
人了解的领域和掌握的知识很少，越

需要专业化，需要大家的分工和合
作。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不相信和尊
重别人的专长、知识，就是愚昧，持有
这种愚昧的态度就容易失去科学的保
护，受到伤害。

第二重更大范围的保护是要敬畏
神圣。人对大自然、对世界的了解犹
如黑夜里手电筒的光线，只照亮了很
小的一部分空间，绝大部分空间对人
类来说是未知的。科学至今还不可能
了解所有未知领域，对无限的未知领
域要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和相信科
学背后的道理是一致的，都是承认自
己的不足和局限。只是前者是承认个
人的不足和局限，而后者范围更大，是

承认人类认知的不足和局限。
相信科学就要不断地学习，掌握

科学的规律，运用科学的规律来给我
们人类造福，保护我们,我们从小受的
教育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敬畏神
圣要不断地研读受到神圣启示的经
书，培养自己良好的品行，诚实的美
德，敬畏之心是对自己的约束。在无
人时，也要当有千万只眼睛在看着你
一样。“你们隐藏在心里的一切，皆似
那光天化日，昭然若揭！”敬畏神圣是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和文化中缺少的，
更应该小心、谨慎地对待。

这两种力量对人的保护是相辅相
成的，只强调一种保护而忽视另一种

保护，都会陷入迷信和愚昧。如果
一个人仅相信科学，对科学不能解
释和证明的现象，尽管它发生在自
己的身体上，自己的头脑中，他也
像鸵鸟一样闭上眼睛，认为不存
在，这就是一种迷信，是科学迷
信。现在犯这种迷信病的人比较
多。另一种人是不相信科学，存在

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陋俗，就像“跳大
神”一样，最终成为束缚我们几千年的
恐惧和迷信。在一些失去了真正精神
内容，只剩下形式的宗教中，这种迷信
也处处存在，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受到
这些迷信的迷惑。只有在心里牢固地
树立起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态度，才会
避免被各种迷信的桎梏束缚。

真相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
尽管我们寻找的道路不同，但只要有
科学的精神，承认自己的不足，就会寻
找到真理。

衷心祝愿每个家庭成员和各位朋
友都能得到科学和神圣的双重保护，
让各种伤害远离我们大家。

以前看三毛的文章，看到她
在文章里写道“我看书是拼命
的”，感到不可思议，三毛当年名
气也不算小，而且物质生活也不
是太差，社会环境也还行，她为
何要拼命读书呢？有这个必要
吗？她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
吗？当时对她这种说法不太理
解，甚至有点不以为然。直到自
己步入社会若干年后，在三十岁这
个年龄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突然领
悟了三毛的这句话，同时也非常理
解三毛为什么要拼命读书了。

人的一生其实是非常短暂
的，年少的时候，我们根本感觉
不到，一旦步入中年，我们会不
经意间发现岁月就像流水一样
飞快地流走，且一去不回。怎样
才能让有限的生命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呢？每个人会有不同的
做法，但有一个前提却是不能更
改的，那就是：珍惜生命，珍惜时
间。只有分秒必争，并且把这些
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向着
自己努力的目标挺进，我们才有
成功的可能，我们才能更大限度
地展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三
毛无疑是把目标选定为读书了，
于是她拼命地读书，而且她读的
书主要是文学书籍。

著名已故作家路遥曾经在
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的扉页
上写道“只有初恋般的意志和宗
教般的虔诚，才可能实现某种目

标”。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也曾
说“只有不畏艰难的采药者，才
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只有不怕
巨浪的弄潮儿，才能深入水底觅
得骊珠”。作家丁玲说“人只要
有一种信念，什么困苦都能忍
受”。王火说“人的生命有限，而
书的数量无限，我们应当用有限
的生命来选读有限的好书”。这
些话语是多么的富有哲理啊！

三毛拼命读书，我欣赏她，
我更赞美她。人活一世，如果总
是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见与
观点，那是很可悲的，生活更是
如此，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只
要合法，只要自己觉得能够实现
目标，能到达理想的彼岸，大可
不必顾及旁人的白眼与嚼舌。

或许你也在拼命读书，只不
过你可能读的不是文学书籍，而
是教科书，因为你即将面临高考
或者自考，研究生或博士生入学
考试，那么你也是好样的，因为
你同样在体验一种为理想实现
而努力拼搏的快乐。

拼命读书是一种生存的状
态，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自
己平凡的岁月中，如果我们也能
有一种拼命读书的精神，有这样
的一种干劲，想必许多事情会变
成另一个样子，而且是往我们向
往的那一边发展，如此以来，相
信许多人的人生会少一些遗憾，
多一些成功。

山水断想
张方画

拼拼命读书命读书
毛周林

“事不过三”是句俗语。把
“三”当做大限，意指如若一而再，
再而三，则不会再等待、原谅。“事
不过三”是中国人的约定俗成，中
国人喜欢将“三”做个关卡。

此语使用颇广，以字为例：三
人为众、三木为森、三石为磊、三水
为淼……以三做界，区分单个的人
和群众，单个的树木和森林，单个
的石头和许多石头，单个的水流和
浩淼泽国……以词为例：三思、三
公、三军、三家村、三级跳、孟母三

迁、三从四德、三长两
短、三缄其口、三顾茅
庐、三教九流、三头六
臂、三贞九烈、三令五
申、三皇五帝……能写
出上百、强调“三”是大

界的词语，改二显少，变四嫌多。
早在春秋时代，孔夫子便在

《论语》中引述“吾日三省吾身”，说
每日检查自己三件事看有没有做
好，定三做适当界数。孔圣人还有
句名言是：“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将三人做限。细品味，教人谦恭、
尊重他人着实很有道理。

“事不过三”至今被人常挂嘴
边。朋友三次失约或三度恶语相
向，大概可以说明：他不看重你的
约会或不再是你的挚友。

释“事不过三”
苏鸯

相信相信科学科学 敬畏神圣敬畏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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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撷英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
华，与周恩来总理一路谈
判从北京到上海，压轴的
闲情节目，便是登临黄浦
江与苏州河交汇口的上海
大厦，后来尼克松总统也
如此一游。

尼 克 松 不 可 能 预 料
到，当年上海大厦墙脚下
的苏州河两岸的废旧仓库
和垃圾码头，当年用红油
漆刷了“全世界无产者联
合起来”口号的苏州河堤

坝，30年后，以中国的左岸
右岸闻名，成为艺术和时
尚的猎物；当第一个废旧
仓库蜕变为艺术的展厅
时，有人惊呼，啊，这是化
腐朽为神奇！但是立即有
人纠正:错了，这是化神奇
为新的神气！因为废旧仓
库在百十年前沿河鳞次栉
比的本身，就是上海工业
和商业的神奇，而且不经
意间，为今天的前卫艺术
家埋伏下神来之笔。

这一些对苏州河的感
想，来自于女作家潘真的
新著《心动苏州河》。潘真
不拘泥于简单的散文式娓
娓道来，而是有翔实的史
料作证；不拘泥于对历史
黄页的眷恋，而是捕捉到
了苏州河新的灵魂；不拘
泥于枯燥的史料汇集，而
是落笔于对苏州河的百年
一叹，虽然不能等同于“子
在川上曰”，但是分明看得
到作者在苏州河岸边的漫
步，并且在细腻的女性式
发呆时，常常散发出有别
于女性的考问。这应该是
这一本书最让我动心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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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苏州河》
黄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