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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夏天，是个
苦夏。

蝉鸣声声中，大学通
知书像一片树叶般落在她
面前。

在病床上躺了半年的
妈一个劲地抹眼泪，她知
道，家里不富裕，也就刚刚
能凑齐她的学费。

吃晚饭的时候，从建
筑队里归来的爸破例喝了
点酒，妈说：“孩子上学挺
远的，坐火车得一天一夜
呢。一个女孩子家，从来
没出过远门，人又老实，你
看……”

爸的脸色重了些，妈
嗫嚅道：“你能不能送送
她？人家的孩子上大学，
都有大人送，我是怕路上
万一有个啥闪失……”

爸没等妈说完，就把
酒杯重重一搁：“不能惯
她，娇气！”

她把头低到饭碗里，
不说话，妈搛了一筷子菜
给她，她的眼泪落下来。

从她能听懂话开始，
她就不断听到爸说：“不能
惯她！娇气！”跌倒了，爸
是断然不会伸出一个指头
扶她一下；不小心被水烫
了，妈心疼得直抽气，爸只
淡淡看一眼，说：“这点苦
都受不了？娇气！”

上小学的第一天，爸
送她到学校大门口，转身
就走，别人的家长都一直
站到放学等着孩子，只有
她一个人背着大书包拖着
长长的影子孤零零地回
家；小学二年级，爸就让她
学着做饭，理由是：“你妈
身体不好，你要学会做家
务。”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买
菜，小学四年级给妈买药，
小学五年级她就可以带妈
去看病……

她一直怀疑，她不是
爸亲生的，要不然，为什么
整个成长中除了一句简单
的交代，就是一个冷硬的
背影？

通知书来之前，她到
爸所在的工地上背了一暑
假的砖。

肩上都磨破了皮，可
爸，站在阳光下，连看都不
看她一眼。他就是看她也
只会说：“这点累都受不
了？娇气！”

一赌气，打点了行囊，
就走了。

离家回头的一瞬间，
看到的只是妈瘦弱的身
影。

坐上火车，满眼都是
陌生的人，摸着口袋，心里
又兴奋又惶恐。

她把头埋在胳膊里，
把胳膊放在小桌子上，混
混沌沌睡去。

等醒来时，已是午夜
时分，她摸了摸口袋，揉了
揉眼睛，艰难穿过坐满人
的过道去上卫生间，卫生
间旁也坐满了人，很幽暗，
有人在打盹，有人在吸烟，
还有人在吃东西。

她忽然看到有人在抽
烟袋，烟头一明一暗地闪
着，她的心里无比感伤。
等她艰难地穿过坐满人的
走廊坐回座位时，再也睡
不着了，她把头埋在臂弯
里想妈，妈这会儿睡得可
好？泪水盈满眶，她拗着，
不让它淌出来。如果爸看
见，他一定会说：“这点累
都受不了？娇气！”

终于到站了。
看到了打着学校名字

的横幅，她顺利地找到了
“组织”。

签了名字后，她忍不
住回头看那人头攒动的车

站，起起伏伏的心事就像
火车上那烟头，一明一灭，
都是念想。接站的老师
说：“累吧？”

她应着：“还好，我有
座位，车上……还有人没
有座，就坐在地上……”她
的声音低了下去。

老师说：“不容易吧，
这一路。”

她喃喃道：“不容易
呢。”

上了校车，心里计算
着这一天一夜的路程。

她在火车上听见有
人说，中午就有一趟车回
到那个小城，是慢车，比一
天一夜还要久一点。

她想，这趟慢车，票钱
比这趟车便宜，但是也比
这趟车颠簸吧。有水喝
吗？有位置坐吗……

她突然很想冲进车
站，上了那趟车，回家。可
是爸一定会说：“这点累都
受不了？娇气！”

叶子黄了又青，月亮
圆了又缺，火车来了又去，
而妈却去了不再回来。

月光如雪，她看到，
爸，老了。

他老的标志是，他不
再中气十足地说：“不能惯
她！娇气！”偶尔，他犹豫
着，用粗糙的大手摸着她
的发。

一晃就毕业了。
她不用小心翼翼拣最

便宜的慢车坐了。
她过得比许多同学要

从容，用她的话来说，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
多别人看起来艰难的处
境，她都能应对自如。

当她跟一个人说起第
一次坐火车的经历时，那
个人抱紧了她。

于是结婚了，婚后的日

子幸福如阳光。
很快，有了孩子。
她不顾爸的反对执意

把他带到了城里。
她发现，爸好像变了

个人似的，不仅啰嗦了许
多 ，而 且 脾 气 好 得 不 得
了。他，居然可以让外孙
欢儿骑在背上满客厅地
爬！

有一天，她有事提前
下班。路过小区，看见欢
儿在跑，爸在追，欢儿不小
心跌倒了。

爸走过去心疼地扶起
了他，抱着他说：“乖乖，外
公看看，没摔疼吧。”

欢儿大哭，爸哄着他，
说：“欢儿要坚强啊！你妈
妈小时候摔跤就不哭，外
公总是远远看着，可是和
现在一样心疼。你妈呀，
第一次放学就一个人回
家，怕她迷路，我远远在她
身后跟着呢。嘿，她什么
也不知道。你看你妈现在
多坚强！”

她走过去，笑着跟爸
和孩子打招呼。

爸看见她，忽然局促
起来，说：“我，我……你小
时候……”

看着爸满头的白发和
佝偻的背，她说：“我知道
的。”爸诧异地抬头：“你知
道什么？你总是问你妈你
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

她调皮地笑了，说：
“我有这样问过我妈吗？”
心里却说，我怎么能不知
道？那一年，火车上一路
闪着一明一灭烟头的，不
是你又是谁？还有谁抽那
么简陋的烟袋？你就这样
一路上一直悄悄跟在我身
后呀，爸！

摘自《广州日报》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
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
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
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
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
地的字样。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
——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
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
——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
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
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
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
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
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
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
塌了。

逮捕，是瞬间从一种状
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变
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
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

一些围墙、围墙、围墙——
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
砌的、混凝土的、铁的——
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
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
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
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
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
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
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
方。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
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
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
此也就是不准备进行任何
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
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
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
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
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
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

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
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
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1921年逮捕 19岁的叶
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
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
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
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
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
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
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
的隐私日记——三个充满
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
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
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
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
在许多人看来，逮捕对这种
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
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
思 想 强 加 于 她 的 强 烈 得
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来做

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
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
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
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所长格里高利耶夫 1948
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
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
时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
是如释重负，甚至……高
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
行时期：当四周正在把像你
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
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
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
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
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
都叫人受罪。

摘自《古拉格群岛》

悄悄跟在你身后
蔡菜菜

她调皮地笑了，说：“我有这样问过我妈吗？”心里却说，我怎么能不知道？那
一年，火车上一路闪着一明一灭烟头的，不是你又是谁？还有谁抽那么简陋的烟
袋？你就这样一路上一直悄悄跟在我身后呀，爸！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之
前，在世界地图上，韩国似
乎只是个很少被人发现的
小国。16 天的奇迹，改变
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之
后，以汉城奥运会为起点，
韩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
的经济腾飞，跨越了原始
积累，完全变成了一个新
兴工业国家。

从 1988 年到今天，整
整过去了 20 年。但是，只
要聊起汉城奥运会，每个
韩国人都会清晰地回忆起
当时他们在做什么。汉城
奥运会成为这个国家难以
忘怀的集体记忆，被韩国
人看做是韩国经济和社
会飞跃发展的一个历史
性起点。

为共同的目标努力，
人也会感到幸福，韩国民
众的激情终于被奥运会调
动起来。

堵车是汉城最臭名昭
著的缺陷，当时，单双号执
行了一年多也不见成效。
然而临近奥运会，几乎在
一夜之间，道路畅通得“连
警察都不用管”了。汉城

的车流量每天缩减了 235
万辆。

这种突变并不只是表
现 在 交 通 上 。“ 高 丽 时
间”——历史上西方人为
讽刺韩国人不守时给他们
起的绰号。奥运会中，韩
国人风格陡变，安排比赛
严谨准时、有条不紊，正点
开赛率达到 97.20％，突破
了奥运史上的纪录，有外
国记者惊呼，干这一切的
是韩国人还是德国人？

韩国人酷爱吃狗肉，
而在西方人看来，这太残
忍，难以接受。为了国家
形象，汉城人齐刷刷戒了
16天狗肉补身汤。“不是不
难受，是为了客人，不得不
委屈点自己。”

由于在田径项目上韩
国人几乎没有夺金点，体
育场观战的人稀稀拉拉。
萨马兰奇先生看了直摇
头。“为了国家的荣誉，为
了办好奥运会”，组委会向
汉城市民们发出号召的第

二天，田径场爆满，虽然这
些观众提不起兴致也不甚
懂得其中奥妙，但大家还
是坐在那里礼貌地鼓掌助
威。

据《朝鲜日报》报道，
汉城的小偷在奥运会前一
起开了个会说，这段时间
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放
假吧！奥运会期间汉城的
犯罪率降到了历史最低
点。

经过韩国奥组委的努
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悉数出席了汉城奥运会，
重新完成了奥运大家庭的
大团圆，当年有160个国家
派代表团来到汉城。

这就是汉城效应：历
史积淀的家国情结被奥运
会激发出来，再融入韩国
人的血液中，延续下去。
所以，1997 年东南亚金融
危机，只有韩国的普通百
姓将自己的金银财产捐给
国家，摆出了与国家同进
退的姿态。朴世直先生

说：“奥运会带给韩国人的
是一种国、民一体的动员，
大家坚信，只要把每一个
家庭的东西聚在一起就能
帮助国家度过任何难关。”

汉城奥运会终于没有
辜负韩国人的热情和努
力，韩国无论从组织、信
誉、形象、经济都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韩国因为举办
奥运会，当年就使经济出
现了 12.4％的增长。韩国
政府曾经骄傲地宣布过一
项统计：奥运为韩国建筑
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
别创造了 21 亿美元、22 亿
美元、13亿美元的产值。

1985 年至 1990 年，韩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300 美元增加到 6300 美
元，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
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
韩国一度是被世界遗忘的
国家，今天，世界已经感受
到它的威力和影响。

摘自《意林》

李翱择婿佳话

在封建社会，由于科举
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贵族
豪门对女子的婚嫁不问阀
阅，不再讲求门当户对，开
始向科举功名转变，每逢礼
部放榜日，新科状元便成为
万众瞩目的中心，也成了权
势人家择婿的主要目标。

史载：“曲江之宴，行市
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
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
塞途，莫可殚述。”一些有识
之士之家，在遇到有青年举
子来求荐时，面对确实优秀
且确实有发展前途的，也可
能早早选之为婿。据《太平
广记》所述，唐朝著名文学
家、哲学家李翱就是这样选
婿的。

一天，一个叫卢储的举
子来“投卷”，李翱很热情地
接待了他。正待要读卢储
的文章和诗赋时，恰好有公
事要外出处理，李翱就把这
些诗赋和文章放在桌子上
走了。

李翱的大女儿已经十
五岁（及笄之年），这天闲着
没事干便来到父亲这儿，看
到这些文章和诗赋，很是赞
赏，抱回闺房，又从头到尾
接连认真读了好几遍，读完
了，她忍不住对婢女说：“这
个人肯定会考中状元。”李
翱公事办完回来后，听说那
些文章和诗赋被女儿抱去
看了，便走过来拿，同时问
女儿怎么样。当女儿把这
种感想告诉父亲后，李翱大

惊，他连忙把这些文章和诗
赋认真看了一遍，觉得女儿
的判断是对的。从女儿的
语气和眼神中，他感觉到女
儿对卢储很有好感，而卢储
给他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年轻
俊朗，要是从现在就把这门
亲事定了，岂不美妙。李翱
连忙派人到驿馆找到卢储，
把自己的这番意愿对卢储
说了。卢储一开始还有点
不相信，给予推辞，但看到
来人说得那么诚恳，很是喜
出望外。

第 二 年 卢 储 果 然 高
中。他当然忘不了李翱的
识拔之恩，也忘不了李家大
小姐的一见钟情，才发榜来
不及在京城庆贺，就赶到李
家迎娶。

误把冯京当马凉

这样的婚配，有时也能
考验一个士子的人格，特别
是当女方家族正是当朝炙
手可热人物的时候。冯京，
宋皇祐元年己未科状元，他
就遇到宋朝国史张尧佐的
逼婚。幸而他机智，否则，
状元差点被张尧佐的恼怒
与报复而被否定。

冯京乡试第一，会试第
一，再加上他一表人才，到
了己未开考时，京城都哄
传，此科状元必是冯京无
疑。这边一传，那边惊动了

张尧佐。宋史上说：“时犹
未娶，张尧佐方负宫掖势，
欲妻以女。”他让人把冯京
请到家，一见面就把一条金
带披在冯京的身上，对冯京
说：“我一个女儿嫁给了皇
上，还有一个女儿，正待字
闺中，想许配给你，怎么
样?”

冯京一听让自己做女
婿，头乱了一下，随即冷静
下来。这张尧佐因凭借自
己是国丈，恣意妄为，正遭
世人唾骂，一个堂堂的士
人，怎能同这类人同流合污
呢?于是，他连忙站起作揖
回绝，并立即告辞。

张尧佐愣在那儿，好长
时间回不过神来。他恨死
了冯京，便开始派心腹四处
活动有关考官，在殿试时要
将冯京黜落。冯京似乎也
有所预感，灵机一动，将自
己的名字前面两点移到后
一个字，成“马凉”。

马凉的文章实在漂亮，
考官们荐为第一，胪唱时，
就在张尧佐为自己得计正
高兴，有关人员为自己对张
有所交代正感轻松时，站出
来的状元恰是这些人所不
愿看到的冯京。后来这些
人只好对张尧佐解释：“误
把冯京当马凉。”此句话后
来也成了谚语，喻有眼不识
真相。

刘春霖不攀高枝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
科状元刘春霖，面对降临到
自己身上的来自贵胄的婚
姻，也是同样清醒地给予回
绝。

光绪三十三年，刘春霖
被派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
法政，次年回国，不久，其原
配夫人因病去世。状元丧
妻，人们听说此事后纷纷为
其提亲做媒。他的老师杨
士骧也为他提了一门亲事，
女方为隆龄。此女曾随父
裕庚出使在法生活过一段
时间，精通英语、法语，颇受
慈禧喜爱，并被慈禧留在身
边充任女官。

当杨士骧皆以为这门
亲事向刘春霖一提即成，可
是刘春霖却婉言相拒。他
说：“恩师对学生婚姻之事
的一片苦心，学生不胜感
激。但裕老贵胄高门，生所
不及，婚后往还势难相比。
如高攀成龙，恐日后贻害格
格（指隆龄）终身。”

事后，为了此事，有人
说他愚蠢，有人说他不识时
务。但刘春霖听到这些议
论后皆不以为然，他说：“我
虽科魁，但出身贫家。人却
为贵胄，婚姻如门不相对，
日后只能贻害双方。”

摘自《名家讲坛》

西汉初建时，开国皇
帝刘邦原本文化水平就
低，加上绿林习气十足，当
了皇帝之后仍习惯于与手
下的人一起乱说乱道、你
争我吵。后来，有个前朝
（秦朝）的“待诏博士”来到
刘邦的面前，此人名叫叔
孙通。这位博士对刘邦
说：“皇上，今天您当了皇
上 ，不 讲 尊 卑 贵 贱 怎 么
成？我来帮您定个规矩，
保准您取得绝对权威！而
且，您也会真正感受到当
皇帝的美妙滋味儿！”

叔 孙 通 弄 的 这 套 规
矩，叫做“朝仪”。起初刘
邦对这一套既复杂又麻烦
的规矩不感兴趣，只是漫
不经心地说：“你爱干就干
吧！”殊不知，叔孙通起草
了朝仪之后，让很多人演
练多遍，随后往刘邦的殿
前一演示，情况顿时大为
改观。根据朝仪，皇上刘
邦高高在上，台下人一律

跪倒。下跪之前武官（包
括太尉）站在西边，文官
（包括丞相）站在东边。无
论文武，按照级别，依次站
好。这时，刘邦才慢悠悠
地坐着龙辇来了。刘邦一
出现，台下便呼啦啦跪了
满地。

刘邦感叹地说：“今天
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这
样尊贵，这样痛快！”

什么是朝仪？无非是
皇帝架势、臣仆架势的一
种强化！架势即架子，皇
上有皇上的架子，官员有
官员的架子。官员在皇上
面前，那种架子就是跪拜
式的、匍匐式的软架子。
一转眼见了平民百姓，摆

出的往往是昂首仰脸、鼻
息如虹式的硬架子、冷架
子。

“架子”之多，即使今
天也不难见到。如：商界
有老板架子，学界有教授
架子，文界有作家架子，艺
界有明星架子。连平民
中，男人有“先生”架子，女
人有“太太”架子；年纪大、
辈分高也可在后辈面前摆
老子架子。反过来的也
有，儿子摆少爷架子，女儿
摆小姐架子，孙子摆“宝
贝”架子，孙女摆“公主”架
子。女婿、儿媳（包括孙
婿、孙媳）也可以摆出各式
冷傲架子。

架子到底是个什么东

西？大都无非是虚假之
物、浮奢之物、松软之物的
一种空壳而已，或像侏儒
常常借用的梯子！

“架”中最值得尊重的
是骨架，即人的精神支架、
道德支架或知识支架、才
艺支架，等等。此外的各
式架子，包括建筑物兴建
时必用的脚手架子，最终
是要拆除的。若是空架子
摆上八年十年，什么实际
的建筑物也没建成，定会
赞者少而骂者多。人也一
样，无论是物质性的人还
是精神性的人，瘦弱得过
甚，光凭一副虚架子硬撑，
强充巨人，有谁能认同？

摘自《今晚报》

逮 捕 ［俄］索尔仁尼琴

北宋年间，江浙一带曾
发生大饥荒，当时范仲淹正
主政浙西，虽然他极力地开
仓放粮，但相对于成千上万
的灾民来说，可谓杯水车
薪。

当时，浙江太湖一带的
人们非常喜爱一种体育运
动——赛船。

范仲淹灵机一动，这
可 是 开 展 赛 船 的 好 时 机
呀。他号召各地百姓踊跃

参赛。
随着集中的百姓越来

越多，范仲淹找到湖边寺庙
的主持们，悄悄地说：“今年
灾荒，灾民遍地，工价可比
往年低廉得多呀，何不趁此
机会修建寺庙？”

众主持回去后立刻大
修寺院，范仲淹又召集各部
属开会，关切地说：“如今荒
年，物价便宜，你们那些官
署、官舍呀，可以盖一盖、修

一修了，本官允许。”
官员随即响应，各地

大兴土木，数以万计的各类
工匠、仆夫每日劳作在工地
上。

监察部门知道了范仲
淹的做法，认为他不抚恤灾
民，反而游宴玩乐，劳民伤
财，就向皇帝参奏他。范仲
淹辩解道：“我这样做，正是
要 使 百 姓 顺 利 度 过 灾 年
呀。赛船也罢，修庙也罢，

建官舍也罢，都只不过是调
动官私余钱救济百姓，让有
手艺和劳力的人解决生活
困难。”皇帝细想，也有道
理，当时政府财力有限，救
济灾民实在力不从心，而范
仲淹的治下不仅没有逃荒
或饿死的现象，还一片热
腾，可见他的举措是有效
的。

近千年过去了，范仲淹
没有想到，他的做法在今天
的经济学里，叫做“拉动内
需，扩大消费”。

摘自《辽宁青年》

古代状元的桃花运

范仲淹巧济灾民

举国奥运改写历史

架 子

刘邦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这样尊

贵，这样痛快！”

德国的深秋，阴冷而
压抑，凄雨寒风中万叶飘
零，夜也来得早，下午 5 点
左右，天就落黑了。这样
的季节里，人也很难会有
明朗的心情。

11 月底的一个下午，
天忽然放晴了。气温虽然
很低，可是没有风，有淡淡
的秋阳。于是和儿子两个
人去田间散步，他骑着他
的小拖拉机，兴致勃勃地
跟在我后面。骑了一段
路，他就会停下来，到路边
去拾落叶，先抓起一大把，
然后再细细挑选出较好
的，放进车斗里，还没忘了

“送”给我两片。
有时骑得太快，他刚

刚收集的叶子飞跑了，他
就会不厌其烦地下车，把
掉了的叶子再捡回来。我

们的速度越来越慢，看见
天色渐晚了，他的小脸也
已经冻得红扑扑的，想到
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有些心急，正要催他快
走，他却指指我的身后，一
脸惊叹的表情。我赶紧回
过身去，田间小路上只有
一个老妇人在遛狗，除此
之外不见一个人影。我不
解地看着儿子，他急急地
指着我身后的天空叫我
看，我这才注意到晚霞正
映红了天边，粉红色的薄
云像带子一样划过水蓝的
天际，在初冬时能有如此
亮丽的黄昏，我也不由惊
叹起来。

小孩子的眼睛经常可
以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了
的东西。日常的琐碎、事
业的艰辛使我们无暇旁

顾，童年时那份发现世界
的好奇心以及少年时面对
春花秋月而有的忧郁与憧
憬都随着漫漫岁月逐渐褪
色，我们脑子里想着的是
赶路，看到的是远处山顶
上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或
目标，对于沿途的美丽风
景，我们没有时间欣赏。

然而人生是一条永不
回头的河流。多少的良辰
美景，平凡瞬间，若不用心
体味，便会无声地从指缝
间 滑 过 ，留 不 下 一 丝 记
忆。尽管佳节年年有，但
毕竟年与年很不同。看见
夕阳下儿子小小的身影，
帽子上的绒球随着他的脑
袋来回晃动，我情不自禁
地上去抱抱他，亲亲他的
小脸蛋。孩子很快就长大
了，尤其是男孩子，用不了

几年就不许妈妈再这么亲
他 了 ，所 以 我 要 抓 住 机
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他
像一棵树一样站在我身
旁，我得仰着头和他说话
的时候，在骄傲的同时，我
肯定会有一丝怀恋，怀恋
他幼时揪着妈妈衣角时的
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样
子。

这 个 时 候 ，忽 然 传
来 惊 鸿 之 声 ，我 们 两 个
一 同 抬 起 头 来 ，只 见 两
行大雁排成一个巨大的
人 字 形 ，正 从 我 们 头 顶
飞过，由于飞得极低，连
它们的面部表情似乎都
看得见。我于是向儿子
解释，大雁是候鸟，秋天
的 时 候 飞 到 南 方 去 过
冬 ，春 天 再 飞 回 来 。 儿
子 似 懂 非 懂 地 听 着 ，并
不 看 我 ，我 也 就 不 再 说
话 ，和 他 一 起 目 送 这 群
大雁消失在苍茫的暮色
之中。

我相信，很多年之后，
我仍会记得这个黄昏，记
得我在这个时刻所体会到
的平静和恬然的幸福感
觉。

摘自《散文》

幸福的瞬间 林中洋

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惊鸿之声，我们两个一同抬起头来，只
见两行大雁排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形，正从我们头顶飞过，由于飞
得极低，连它们的面部表情似乎都看得见。我于是向儿子解释，

大雁是候鸟，秋天的时候飞到南方去过冬，春天再飞回来。儿子
似懂非懂地听着，并不看我，我也就不再说话，和他一起目送这
群大雁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