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说万一……”
“没有万一，如果他真的那样

做……我撤诉！”谢东庭想搞的只是
于大寨，如果伤及旁人，他宁愿收
手。

晚上，肖亦飞回到家里，给谢
东庭挂了个手机，没有人接听；她
又给他单位打，也没有人，她有些
奇怪。不少日子了，她一直很难找
到东庭，即使电话接通上，他也总
是匆匆说两句，敷衍着说声“爱
你”就挂上了。她曾经为此置疑过
谢东庭，他只说让她别多想。今天
晚上，她迫切想见到他，有些事情
她要当面问他。她突然有了一种可
怕的预感，她不敢去想。肖亦飞一
定要找到东庭，于是每隔三分钟就
给东庭手机打一个，发誓要把他手
机打爆。没过几次，谢东庭终于回
了电话：“什么事？我在外面见客
户呢，没听见手机响。”

“东庭，我要见你！”
“今天不行，我在外面见客

户，改天吧。”谢东
庭的声音有点冷。

“东庭！！”肖亦
飞怕他绝情地挂断，
及时阻止了他，“如
果你珍惜我们的那份
情，请给我留个全
尸，就今天晚上，我
希望可以见到你！”
肖亦飞最后的声音坚
定而平静。

谢东庭那边沉默
了片刻：“好吧，不过
要晚一些，你等我
吧。”说完挂上了电话。

谢东庭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一切
都像是在敷衍，这是毋庸置疑了。

谢东庭故意熬得时间有点晚才
开车去了肖亦飞的寓所。开了门，
肖亦飞站在面前，头发像是刚吹
过，轻飘飘搭在肩上。只是脸上惨
白得像张纸，谢东庭心底突然升上
了一种怜爱之情。他挤进去，关上
房门，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低头
吻吻她：“怎么了？不开心吗？”

“你跟我交往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怎么？你说什么？！”谢东庭

听出此话不对。
“告诉我实话，你爱没爱过

我？还是只想探听平威的一些情
况？”肖亦飞拉着被角，闪着澄澈的
眼睛看着他。谢东庭有些慌乱地躲
闪：“亦飞，你又胡说八道，怎么
会？！我想要搞平威的情报易如反
掌，我的眼线多了去了，没有那个
必要利用你。”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在腾飞做
过，会有一些程序用到平威的‘看
门狗’上去，你为什么不先提醒

我？！反而要去告平威？！”
“怎么？于大寨让你来做说

客？”谢东庭冷笑两声。
“你错了，大寨根本不知道我

们两个的关系，我以前不会说，以
后更不会告诉他，我只是觉得你在
把我往不义的境地里推！”

“亦飞！这是两回事！”说到这
个，谢东庭很严肃地制止住了她：

“亦飞你还太年轻，商场是是非之
地，你懂得太少，商战没有道德可
言的，只要为了利润，其余都可以
忽略不计。不要把于大寨想得那么
好，当初他剪断地线的猫腻难道就
做得光明了吗？也许这次的确有点
私心，用了你一下，但我发誓这件
事情不会牵扯到你，你放心好了。”

“这么说，你承认是在利用
我。”肖亦飞终于长叹一口气：“东
庭，我们……分手吧。”

谢东庭愣了一下，看看肖亦飞
的脸，不像是赌气或是玩笑。

忙于应付媒体，忙于应付法院
的调查组，忙于联系
律师，于大寨一天都
忙得天昏地暗，没有
得闲儿的工夫。腾飞
的这招棋，的确让平
威大大地坐蜡了一
把。损失的不光是名
声，可能还有金钱。
如果细算起赔偿来，
在大商家不算什么的
赔偿金，很有可能会
让平威从此倾家荡
产。这头一天，于大
寨都不知道是怎么过
来的，直到第二天才

突然想起来，“看门狗”软件的改
写工作还一直没有过问。匆忙拨通
肖亦飞的工作电话，没有人接。他
又亲自跑到肖亦飞的工作间去，座
位上没有人，他拦住正要去厕所的
小刘：“嗨，刘，肖工呢？”

“不知道啊，昨天一天没见
了？”

“是没来吗？请假了没？”
“反正是没看见她，请没请假

不知道，反正没跟我请。”
大寨觉得事情不妙，赶紧回办

公室拨通了肖亦飞的手机和家里电
话，都没有人接应。自己也有点儿
慌了神，拿起钥匙，出门开车直奔
了肖亦飞的寓所。

一天了，谢东庭时而有些恍
惚，肖亦飞那张苍白的脸在某些个
瞬间会跳到他的脑海里。他有一些
坐不住。他交代了秘书一些事情，
自己也开车去了亦飞的寓所，刚把
车停好要钻出来，却看到一个熟悉
的身影奔进了单元门，是
于大寨？

伴随学生成长
主持人：我很想问问龙先生，您

觉得一个老师应当具备的基础素质
是什么？

龙永图：专业素质。一个人的知识
可以高也可以低，而且知识是不断更新
的，很难说这个人在一个领域永久是权
威。就像我们学英文，或者搞国际关系，
你可以熟悉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你
未必熟悉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一个人不
可能全面，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帮助
学生找到他的相对优势。市场经济讲相
对优势，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找
不到自己的相对优势，他会很郁闷。但是
老师可以帮你，找你的相对优势。所以我
觉得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怎么样能够找
到，而且帮助学生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
这种能力对老师来讲非常重要。

于丹：我们过去说传道、授业、
解惑是老师的主要职能，在今天这样
一个社会价值转型、多元判断共存的
时代，我们成人内心也存在很多迷
惑，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孩子的成
长，老师真正的职能
是什么呢？我觉得是
四个字——伴随成
长。这个“伴随”二字
要求的东西太多了，
有你的人格，有你的
学养，有你对世界的
判断力，有你对学生
的一片爱心，这里面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
是伴随是一种尊重。
我不认为老师这个
身份，就是高高在上
的，仅仅有一种教育
的使命，和一种纠
偏、指明道路的功
能。一个真正好的老师，应该对于成
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在这种顺应之
中，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也就是
说，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老
师也罢，家长也罢，其实没有资格摆
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我走的桥比
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
都多，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你怎么
能不听我的话呢，你这件事就是错
了。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十几岁二十
来岁的孩子来讲，都有逆反心理。你
跟他沟通的形式，甚至比沟通的内容
更重要，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内
容是潜移默化的，但态度本身，他会
认为你对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

龙永图：但是现在的孩子，五六
个老人都在盯着他，一天要他这样
子，一天要他那样子，他不能不产生
逆反心理。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
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
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因为你形
式好了、方式正确了，你教他十点，他
会吸收十一点，他会思考；如果你态

度不好、方式不好，你教他十点，他一
句话都不会听进去，而且他从反的方
面来和你对着干。我觉得于丹老师讲
的这个，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
释，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一种
逆反心理。一种态度的错误、方式的
错误，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无效
教育。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
不是说我读懂了什么牛津、剑桥的英
文我就能教，不是这么回事，是吧？

于丹：是。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现
在的知识结构都在调整，其实我觉得，对
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一个健康的
人格，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就是他
大学四年，说句不客气的话，他走出校门
的时候，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
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因为知识在爆炸。
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其实重要的是
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怎么样能
够在他一生的穿越中，他还有那种获取
知识的能力。其实我们看看，现在很多成
就大业者做的事情，跟原来学的都不是
一个内容，对吧？

其实我对学生
的期许有三个标准：
第一他是一个健康
的人。所谓健康就是
全身心的健康。他的
身体是蓬勃的、快乐
的，他的内心是自信
的、自省的，他能够
知道自己是谁，他知
道怎么跟人相处。第
二个标准就是，他是
一个正直的人。正直
与善良永远是我们
这个社会的核心价
值，是我们现在作为
一 个 公 民 ，不 分 职

业，不分阶层，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他
应该拥有的最美好的素质。第三点，我希
望他是快乐的，就是他有创造快乐的能
力。其实创造快乐跟享受快乐是两回
事。现在的孩子，究竟是幸运还是悲
哀？小孩子那个玩具，变形金刚、电
动娃娃动不动好几百块钱。我们小
时候女孩子缝沙包、跳皮筋，男孩子
自己削小手枪，做弹弓，非常廉价，
但是有一种动手的快乐，因为快乐
是他创造出来的。我们今天老在说
物质丰富了，人的快乐就多了吗？当
我们习惯于被动享受和接受的时
候，人其实会越来越脆弱。所以我衡
量一个人是不是快乐，就是看这个
人，比如说他 50 岁了 60 岁了，他还
有没有一种动手的愿望。他在街上
可能今天饭馆吃顿饭，回家不管会
做不会做，他弄得一厨房乌烟瘴气，他
愿意给家人试试。他在街上看见一块花
布，回家可能从窗帘到沙发套，他都给换
了。这样一种心态其实跟职
业无关，是一个人创造快乐。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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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黄河结缘起于二十多年前，那

时我初到郑州求学，秋意浓浓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题，写一篇
有关黄河的文章。于是我们带着采风
的激情和新鲜，在一个星期天乘火车到
了黄河边，登上了苍苍邙岭，俯瞰这条
染着我们民族沧桑的大河。初识黄
河尊颜，并没有太深的体会，只是觉
得它很宽、很粗犷，水很黄。回去写
文章也是泛泛而谈，什么大河奔流，滔
滔不息，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还有我
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如此这般赞美一
番。但此次黄河之行让我和黄河结下
了不解之缘，毕业分配那年我鬼使神差
地选择了黄河岸边，在那里工作生活了
整整四年。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二十
多个和我一样的大学生满怀一腔热血
在那里奋斗，企图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
的政治理想，业余时间则上山下河，尽
情玩耍，率性而为。记得最多的则是在
黄河里游泳，那叫一个惊险刺激。初涉
黄河，觉得很浅，下面沙底也很硬。及
近中流，水流由缓转急，水也深起来。
水没腰时人已站立不稳，被迫俯身作游

泳姿势。脚一离地，人便如草芥，这时
我就慌了，天旋地转，莽莽苍苍，只觉得
自己是河里的浮游生物，任其漂流了。
好在自己水性尚好，不至于沉下去。略
加镇定，便顺势而为，奋力游向对岸。
中间有五六次都差点被小漩涡搅乱方
寸。正在挣扎的当儿，脚突然触底，镇
定下来一看，原来自己已经过到了河对
岸了！定睛看原来的下水处，却在上游
一两公里之遥！原来黄河的主流并不
宽，但水流很急，所以才将我冲下来这
么远。同行的伙伴们经过此次历险，也
无不惊悸。从此我认识了黄河外柔内
刚、外静内动的特性。

数年后，由于工作的变动，我离开
了黄河岸边，走进了喧闹的都市，但是
一有机会便前去看她。一是心情畅快
时看她。每当自己工作小有成就，比如

升职晋爵之类，或者生活自得自足，诸
如洞房花烛、琴瑟和谐之属，就到黄河
岸边报到，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喜悦，让
其分享。二是心情郁闷之时瞧她。每
当自己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不能
抉择，狐疑不能定夺，便去她那里寻求
决断，想靠她深沉的历史，超凡的智慧
给我指引航向。三是痛苦难耐时寻
她。每当我不慎跌足，或不小心被生活
刺伤，其痛难以排遣，就去向她诉说，她
会用她悲天悯人的情怀，温柔宽厚的胸
膛帮我疗伤。四是得意忘形时找她。
这样是想让她看看我的浅薄与浮躁，让
她的波涛打磨我的棱角，让她的黄水金
沙浇灭我的邪魔之火，让她博大精深的
思想教诲我无知的自满。

二十年来，我的足迹几乎遍及黄河
的每一个部位，仰视过她的头，抚摸过

她的脚，躺过她的胸，丈量过她的腰；领
略过星宿海周围的涓涓溪流，感受过青
铜峡的奔腾咆哮，聆听过河套黄河的轰
轰凌汛和壶口瀑布的隆隆涛声，目睹过
小浪底水电站的喷涌，体验过黄河下游
的大开大合。

不管是细雨蒙蒙的秋日，还是骄阳
似火的盛夏，抑或是灯火阑珊的夜晚，
不管此时我处于何种复杂的心境，我散
步于黄河的大堤之上，我的心灵就会像
获得了皈依般宁静和安详。黄河仰以
承天，俯以厚载，德合无疆。她的包容，
她的阔达，她的厚重，她的隐忍，她的倔
强，她的彪悍，总让我产生无穷的力量。

这一条和我们的血脉相连的河流，
给予我们民族的太多太多，我们称其为
母一点都不过分。母者，阴阳中属阴，
八卦中应为坤。《易经·文言》云：“坤者，
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外柔内
刚，内圣外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
求。如果我们把长江称为父的话，那么
母与父相合，我们中华民族就会生生繁
衍不息！

黄河，一路流好。

“多事之秋”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诸葛亮的《前出
师表》中，原文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
存亡之秋也。”此言借秋季萧瑟之意，指到了生死存亡
的关键时刻，意谓事态危急、必须小心行事，走错一步
就会面临全盘皆输的境地。

作为一个成语，“多事之秋”被沿用至今，首先与
我国古代喜欢秋季出兵这一习惯有关。春秋时期各
国诸侯君主，多爱在秋天发动军事行动，以便在不违
农时、不伤民力的前提下获取战争的胜利。敌国的军
事行动自然关系到本国的生死存亡，这便成了“多事
之秋”的最好诠释。秋季用兵这一习惯到了战国之后
就不太被执政者所遵循了，因为各朝各代都建立了常
备军队，随时就可以出兵，不必等秋天。所以，“多事
之秋”一词就不能以秋季敌军来犯作为全部解释了。

“多事之秋”得以流传千古的真实原因，应该与古
代文人的悲秋心理有关。在传统文人心目中，秋天是
一个容易伤感忧愁的季节，正所谓“秋日凄凄，百卉具
腓”、“一层秋雨一层凉”。连一代天骄汉武帝都有“秋风
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难归”之句，汉文帝曹丕也说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而杜甫诗里的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陆游笔下的“秋
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乃至一代女杰秋瑾就义
前的浩叹“秋风秋雨愁煞人”……无不表明了“自古逢
秋悲寂寥”的意境，堪称“多事之秋”的最佳注释。

当然，秋天也并非全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
惨，唐初青年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有“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最让我荡气回肠
者，是诗豪刘禹锡的《秋词之二》：“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秋高气爽令诗人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平添了积极
向上、奋发进取的心境，没有半点“多事之秋”的悲凉！

黄河缘
丘之平

他是个π迷。小时候，他就迷上了
π。可以说，π像影子似的，牢牢地粘
住了他。π是个什么东西呀？π是个
无理数呀。π这个无理数，神奇的很
呐，它的真值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
π=3.1415926535897952384626433……

这样一个无穷不循环小数，将他迷
得魂不守舍，颠三倒四。从数学老师那
里，他知道了古今中外许多有关π的故
事和数学家。中国的刘徽、祖冲之，古
希腊的阿基米德、托勒密，伊斯兰的阿
尔·卡西，法国的韦达，德国的林蔓……
一代代数学大师探究了π的无穷奥秘，
新的纪录不断诞生。而他们的探索，正
像π这个神秘的数字，永不循环，永无
休止。

π迷喜欢上了π，每天都在想π。
π迷甚至能一口气背出来π的 36 位、
48位、62位……他痴迷的样子，常常被
人讥笑为“可爱的数学小傻瓜”。

π迷上了π，做事就难免出格了。
有一天，他把家里的东西，凡是能锯开
的圆形东西，都锯开了。后来，他的解
释是要研究圆周与直径的关系，π究竟
是 什 么 ？ 为 什 么 是 没 完 没 了 的
3.1415926535897952384626433…… 呢 ？
家里一片狼藉，把家长气坏了。家长找到
数学老师说，这是您教出来的学生，您
说怎么办吧？数学老师笑道：“培养学

生的兴趣和爱好，有什么不对的吗？”
数学老师把π迷叫到了办公室，摸

着他的脑瓜说：“其实，你只要计算到
3.1416 就够用了。你用不着破坏家里
的东西，寻求π的尾巴。”

π迷看看老师，什么都不说，默默
地走了。

老师就不再管他了。就像一个有
主见的农民一样，撒下了种子，就不再
管它了。因为，老师相信，好的种子，总
能破土而出的，总能依靠自身的免疫
力，排除杂草和疾病的干扰，长成丰满
的果实。

许多年后，π迷坐着轿车，重返了
母校。他的身份，并不是数学家，而是
哲学家。校长，也就是当年那位数学老
师，拉着他的手，亲切地摇晃着。校长
问：“想不到啊，你真成人物了！怎么
样，π的尾巴，抓到了吧？”

π迷哈哈大笑：“幸好，我没揪住π
的尾巴。否则的话，我就陷到π的泥坑

里了，拔不出来了！据最新的资料表
明，日本数学家利用计算机，将π计算
到了 515亿位！我的脑壳，怎能转过计
算机呢？”

校长说：“但我想，你与π，是不会
绝缘的！π曾经那样深入地进了你的
骨子里。”

π迷笑了：“是的，我还是成了π的
钟摆，一边是哲学，一边是艺术。哲学
是理性的，呆久了，我会麻木；艺术是灵
性的，时间久了，我会烧焦。就这样，π
让我在哲学和艺术间摆来摆去。说白
了，我把哲学当艺术做，才不断地获得
了哲学的真谛。是π给了我探索的动
力和超越一切的想象。”

校长深有感触地说：“数学的文采，
往往表现得简洁，寥寥数语，便道出自
然界的基本法则。你从数学中汲取了
营养，是π给你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你
由此获得了抵达哲学彼岸的桥梁。”

π迷笑了：“是的，依照数学家创造

的公理、公式，只要逻辑正确，完全可以
发挥自由想象，让想象的翅膀超越时
空，飞向自由王国！”

校长笑道：“说得好，你是母校的骄
傲啊！想当年，我作为你们的数学老
师，只要求学生没完没了地解析数学难
题，恨不得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解题
高手！”

π迷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
当初受益最深的，还是数学啊！校长，
您是知道的，勾股定理有 10 个以上的
不同证明，等周不等式也有五六种求证
方法。不同的证明，是让人们从不同的
角度理解同一个事实。这样做，不但引
导了数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激发了
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校长说：“正是这样，直追数学的
本源，可达到高超的意境！”

π迷谦虚地说：“校长，我对π充满
了感恩，充满了敬畏！为了答谢母校，
我带来一件礼品，请一定笑纳。”说着，
他把礼品从轿车里取出来，呈送到校长
面前。

校长的眼睛一亮。华美的镜框内，
装帧着一幅刺绣作品。那是一个漂亮
而又华美的数学符号：π。

π迷动情地说：“π，是我们成长的
哲学符号啊！”

ππ是个是个哲学符号哲学符号
秦 腔

本书由周恩来亲属中的晚辈、身边工作人
员的子女所写的回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文章
组成。作者们均在周恩来生前工作和生活的
地方——西花厅，与周恩来、邓颖超有过接触，
亲耳聆听过他们的教诲，也是他们高尚品格的
见证人。作者们通过回忆，写下了与周恩来、
邓颖超相处的幸福时光，记述了周恩来、邓颖
超的一些事迹，反映了他们努力工作、艰苦奋
斗、关心下一代、刻苦学习的品格，凸显出周恩
来和邓颖超身上集中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高风亮节。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西花厅孩子们的怀念》
李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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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西南 10 公里的芝田
镇芝田村西部坞罗河东岸，郑洛
公路南侧有草木掩映的古墓一
座，是西晋时期文学家潘岳的坟
茔，距今已有1700多年。

潘岳，字安仁，生于曹魏正
始八年（公元 247 年），卒于晋惠
帝永康元年（公元 300 年），祖籍
中牟县。潘岳少年时聪颖敏锐，
貌美出众，被乡里称为神童，二
十几岁名气大振。《晋书》说潘岳

性轻浮，热衷于官场趋炎附势，
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贵贾谧，“每
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为后
人所讥。

潘岳死于八王之乱，被中书
令孙秀所害。孙秀最初为琅邪
小吏，有人荐之给岳。孙秀狡黠
自喜，潘岳憎恶其为人，多次羞
辱他，孙秀恼恨在心。到了赵王
伦辅佐朝政，孙秀做了中书令。
一日，潘岳在相府问孙秀：“孙令

还记得以前的事吗？”孙秀回答
说：“心中藏之，何日忘之。”潘岳
始知大祸降临。永康元年（公元
300 年），孙秀诬蔑潘岳和石崇、
欧阳建等人参与淮南王允、齐王
冏作乱，被诛杀，并夷三族。潘
岳被害后，葬于现在的巩义市芝
田镇芝田村。后人曾在潘岳墓
碑上题写：“君遇孙秀之难，阖门
受祸，故门生感覆醢以增恸，乃
树碑以纪事。”

潘岳是“太康文学”的代表，
代表作品有《悼亡诗》，情意深厚
真挚；赋也有很多名篇，如《射雉
赋》、《闲居赋》、《秋兴赋》、《西征
赋》等，造句工整，用典浅近，对
后世影响巨大。

秋秋天与“多事之秋”天与“多事之秋”
马 佳

潘潘岳墓岳墓
王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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