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3年仲春时节，法京巴黎香榭
丽舍剧院上演一出新戏，是斯特拉文
斯基谱曲的芭蕾舞剧《春之祭》。早
在 1910 年，斯特拉文斯基就以芭蕾
舞剧《火鸟》引起轰动。《火鸟》曲谱对
传统音乐已经具有颠覆性，那么，《春
之祭》是迷途知返，还是“又向荒唐演
大荒”呢？

乐池里指挥棒一动，序曲响起，
观众大吃一惊。短短的几个乐句，竟
变调数次，哪有惯常的旋律感，竟是
稀奇古怪的声响……大幕拉开，无论
是乐曲还是舞蹈，都新锐到前所未闻
前所未见。

于是，习惯了传统艺术的观众忍
不住先发出嘘声，继而开始高声抗
议，而支持创新期望突破的观众则勒
令抗议者闭嘴，双方先是互嘘，继而
对骂，更发展到有人跳上座椅，有的
产生肢体冲突，有的丢掷物品……剧
场大乱。这就是上世纪初有名的

“《春之祭》事件”，成为西方文艺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要路标。

斯特拉文斯基那一年刚三十冒
头，在《春之祭》中他呕心沥血，营造
出了一种崭新的音乐幻境，他知道
必将遭遇排拒，但也坚信能获知
音。尽管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好
比一树刚要从笔状花苞绽放成盅形
花朵的玉兰，突遭寒风骤雨，首演的
大混乱，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令他无
比沮丧。

沮丧的情绪还是比较容易调整

的。如果是生气，生大气，气个倒仰，
那就伤元，不是那么容易恢复如常的
了。那天有一人，就对这场首演动了
大气。一般来说，对于新锐表达，反
对的说是哗众取宠，中性的说是标新
立异，支持的说是新意迭出，大家完
全可以各持己见，不必硬去达成共
识，更不必动气伤元。那天生大气
的，是音乐界老前辈圣桑。圣桑当时
已经七十八岁，比斯特拉文斯基大四
十七岁。

圣桑对年轻一辈的作曲家的背
离传统，“瞎鼓捣”，时时有气。那时
候德彪西弄出些印象主义的音乐作
品，他不爱听，这很正常，但他反对别
人喜欢，这就有点不正常了，他批评
印象主义音乐，说“如果这也算是音
乐，那么调色板也能算是画了”。他
就死不能明白，有一种抽象派的图画
就是颜色的涂抹与堆积，也偏有人不
是假装而是真的从那样的图画中获
得愉悦。

按说斯特拉文斯基已有《火鸟》
的前科，圣桑完全不必去剧院看《春
之祭》首演，耳不闻为安、眼不见为净
嘛，但这位前辈本着“音乐吾家事”的
习性，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了，当然，
开演就受到强刺激，先是气得瑟瑟发
抖，后来，观众对骂起来，他颤颤巍巍
地拂袖而去。

几个月后，《春之祭》再演，不爱
看的没去，喜欢的都去，演出结束，狂
喜的观众把斯特拉文斯基轮流扛在

肩上，在巴黎街头欢呼着游行。第二
天报纸上的评论有弹有赞。圣桑还
是生气。他真不该生春天的气。“乱
花迷眼”、“群莺乱舞”，许多人的感觉
是这花“乱开”莺“乱舞”恰是春之魅
力，圣桑却痛感“礼崩乐坏怎一个乱
字了得”！

作曲家拉威尔比斯特拉文斯基
大七岁，这位兄长辈的音乐人在《春
之祭》首演时也去观看。两派观众起
冲突，拉威尔一直大声劝架，他建议
双方都安静下来，面对演出本身。拉
威尔虽然跟前卫新锐的作曲家们关
系很好，但他自己的曲风却是折中
的，既不完全颠覆传统，也有刻意创
新之处。

其实春来也会春去，正是在四季
的嬗替中，大自然和人类呈现出多元
缤纷而非一元独霸的瑰丽景象。斯
特拉文斯基后来的作品，又从《春之
祭》的极端做派柔和下来，甚至接近
了新古典主义。

我的书房里还保留着放胶木大
唱盘的针转留声机，我会偶尔听一
遍《春之祭》，或者听一遍拉威尔的

《西班牙狂想曲》，但听得较多的，其
实还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特别
是其中的那曲《天鹅》。圣桑真不该
为春天生气，他应该憬悟，《春之祭》
这种东西只是在为人类增添更多的
欣赏选择，他那古典主义的《天鹅》
是并不会因为“新春”的出现就成为
秋叶残雪的，更何况，福金编舞后的
那版《天鹅之死》，分明也是“春之乱
花”，把他那本来是优雅闲适的格
调，演绎成悲从中来的凄怆，结果，
不就使得他的《天鹅》，成为不朽的
旋律了吗？

摘自《羊城晚报》

别生春天的气
刘心武

英国民间流行一个故事，叫《约
翰逊的鞋子》，说英国有一种交换鞋
子的风俗习惯：你往马路上一站，摆
出一种特定的姿势，表示愿意和别
人换鞋子，别人愿意的话，你得出点
钱贴补对方。

约翰逊那天就站在十字路口和
别人换鞋，换了以后，觉得穿上仍不
舒服，于是继续再换。钱，一次一次
贴了很多，直到傍晚时分才好不容
易换到一双鞋子，穿在脚上很舒
适。回家一看，原来竟是早上自己
穿出去的那一双。

故事中约翰逊花了一天时间只
为寻找更舒适的鞋子，没想到穿着
舒适的依然是自己的鞋子。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约
翰逊的一天，总是为寻找更好的生
活而奔走、离乡，殊不知我们生命的

基点依然在自己的家乡。
像约翰逊一样，只有换了一天

的鞋子后才能体会到自己鞋子的舒
适与安全。唯有远走，唯有离乡，我
们才会有真正精神层面上的故乡，
才会以一颗饱满炽热的心热爱家
乡，体会乡愁，才会理性地反观内心
和我们一切追求的意义。

“乡愁”就这样存在着，它是上
帝赋予每个有灵魂的人找回自己的
细线。它是如此的细致与密集以至
于不经意地触及就会导致深切的思
考。

“乡愁”正是那些背负着梦想而
背井离乡之人生命的牵绊。它将过
去与未来、前世与今生用一种空气
似的氛围所包裹，无论你走得多远，
飞得多高，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
魂牵梦绕。因为早在儿时，你的灵

魂已经寄托在你的家乡，你所有单
纯和美好的记忆亦留在了家乡。家
乡此时已非单纯物质意义的家乡，
而成为了你精神世界建构的方位，
已成了我们哲学体系建构的坐标。
它是根、是本、是生命，而“乡愁”正
是生命的艺术。

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日渐
老去的人们发现追求一生的东西不
是环球旅行，不是金字塔，不是巴特
农神庙，不是……而是无时无刻不
在轻轻召唤着游子的家乡。“家乡”
已然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回归生命
本真的冲动驱使着所有游子踏上回
家的路，然后又出走，又回来。生命
就这样以“乡愁”为原动力不断地轮
回着，最终安静地葬在家乡后山的
小坟堆中。

我想，最终能闻着家乡土壤的
气息，任凭家乡潺潺的溪水从指尖
流过，平静地望着远行者，安详地以
所有对家乡爱的回忆安度晚年，才
是我们所要找的那双最舒适的鞋
子。

摘自《西安晚报》

晨起在小区楼下的早点铺子里
吃饭，听见几个东北口音的中年女
人，围坐在一起，说起在北京打拼的
艰难。

其中一个说，每次有客人来，若
家里其他人都出去了，女主人总会
当着她的面，对客人说：家里就我一
个，没有别人，多坐会儿吧。这样一
句，每次都会让她伤心上许久，她很
想告诉女主人，难道，在他们眼里，
她真的和那些洗衣机、电饭煲、除尘
器一样，只是没有生命的工具吗？
她可以一刻不停地干许多的活，而
不说一个累字，她也可以在吃饭的
时候，永远都不上桌子，只在厨房里
凑合一日三餐。可是，她却不能忍
受雇主在言语上带给自己的轻慢和
忽视。那种积习在思想深处，因而
成为一种习惯的冷淡，带来的伤痕，
是比刀子刻下的，还要尖锐且持久。

这是一群说着同样的方言，在
同一个小区里工作，却彼此因为忙
碌，而互不相识的女人，是这样一顿
早餐，将她们聚在一起，且有机会，
彼此倾诉心里的苦楚。但她们在这
个夏日清晨的谈话，却是内心最真
诚的袒露，这样的安慰，既与金钱无
关，也与利益相背，她们只是恰好在

北京的一个小吃铺里，碰到了，做彼
此最好的倾听者。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这
样忘记了倾听，且因此，失去了彼此
的信任与尊重。这个城市，散落着
许多这样在我们眼里，被视为被遗
忘的音符。我曾在一条街上，碰见
一个被城管追得气喘吁吁的男人，
他的脖子里，挂满了要出售的围裙、
手套，还有叮叮当当的勺子。这是
一个在城市里，艰难讨生活的男人，
或许，他手里出售的东西，还曾给城
管的妻子，提供过小小的方便，或
许，他们也曾有擦肩而过的缘分，可
是此刻，他们彼此，只有追赶与逃跑
的关系。

我很想拦住那个城管，问他一
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男人，其实
是和你一样，有尊严的一个父亲，或
者丈夫？若是他这样的尴尬与辛
苦，恰好被他的妻子碰到，那么，她
的心底，该有怎样的心酸？他在这
个繁华的城市里，已是在最底层小
心翼翼地生活，如果我们无能为力，
那么，为何连倾听的微薄的机会，也
不给他？很多时候，我们在最软弱
的时候，需要的，或许不是帮助，而
是一双温暖的手，或者懂得慈悲倾

听的双耳。
我喜欢天桥下面的那一片空

地，天气好的时候，常会有一些骑着
三轮车，载着简单的剃头担子的老
人，来这里给人理发。理一次头发，
只收三元的费用。生意说不上好，
但总是有人会来。看得出来的，都
是无钱去理发店的民工，或者卖水
果杂货的小商小贩。他们彼此素不
相识，却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午后，毫
无芥蒂地聊着小成本的买卖，待养
的老婆孩子，碰到的沟沟坎坎。只
是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这样的闲聊，
在结束的时候，却带给他们，春风抚
慰般的愉悦和知足。也正是这样的
满足，可以鼓励着他们，在这个喧嚣
的城市里，如一株承受着风雨雷电、
沙尘酷暑的法桐，继续坚强地站立
下去。

假若，你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遇见一个孤单又专注地吹奏萨克斯
的男人，你能否安静地站立片刻，听
一听他曲中的忧伤？假若，你在通
往马路对面的地下走廊里，看到一
个乞讨的老人，你能否弯下身去，将
一枚硬币，轻轻地放到他面前的盒
中？假若，你在堵塞的公交车里，抬
头看到那些在高空里作业的民工，
你能否将视线调整到真诚仰望的角
度？

而这样的注视与停留，其实，是
另一种善良的倾听。

摘自《散文》

倾听
安 宁

最舒适的鞋子
朱润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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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拾珠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越南革命领
袖胡志明在中国留下了唏嘘一生的
革命情缘。

1930 年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
中，胡志明来到广州。为了掩护胡志
明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广东省委
安排中共女党员林依兰假扮胡志明
的妻子。林依兰无微不至地照料胡
志明的生活起居，令其感激不尽，但
他始终不敢表达爱意。不久，胡志明
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临别时，他取
出珍藏的日记本交给林依兰说：“我
把心留下来陪你，收下吧!”3天后，胡
志明被营救出来。他给林依兰送去
兰花，两人的恋爱终于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回国继续
他未竟的革命事业。离开林依兰之

后，胡志明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应邀
访问中国时，请求毛泽东安排他和广
东老友叙旧。毛泽东立即致电广东省
委及陶铸、林依兰等人，到北京与胡志
明会面。就在胡志明即将登机回国
时，他看见了林依兰向他走来。两个
人久久凝视对方，都流下了眼泪。

1958年，胡志明郑重地对陶铸表
达了想把林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
婚礼的夙愿。陶铸回北京后，向党中
央、毛主席转达了胡志明的意思。毛
主席沉吟片刻，说：“我个人支持胡志
明主席的请求。不过，事关中越两党
两国的关系，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
也说：“应该跟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
协商一下，假如他们赞同，我们决不
做绊脚石。”

然而，北越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里，一位越共领导人心平气和地对胡
志明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
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
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
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
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
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
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
罪人!”

胡志明闻听心灰意冷，他苦苦一
笑，离座而去。身处广州的林依兰望
眼欲穿，盼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这
对她的精神打击很大。1968年，林依
兰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没有忘记
把胡志明赠给她的那本“爱情日记”
托人交还给他，并嘱咐他节哀顺变。

惊闻恋人去世，胡志明痛不欲
生，泪如雨下。时隔一年，胡志明也
溘然去世。弥留之际，他还念叨着林
依兰的名字。

摘自《大众文摘》

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
一，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以“相
国”荣称。他官居内阁 13年，“掌仪
天下之政”，但是在康熙二十七年的
时候，却因“贪污受贿”的罪名被弹
劾下狱。如何才能脱身呢？你可能
想不到，他向朝廷举报了自己一条
更可怕的罪——“谋反”。

两大权臣明争暗斗
明珠没有什么显赫的家族背

景，全凭自己的聪明干练获得了皇
帝的重用。

不过朝廷并不只是明珠的天
下。另一位康熙同样倚重的大臣索
额图也做着与明珠几乎一样的事
情。索额图的出身比明珠高贵得
多，他父亲是大清国开国勋臣，康熙
初期四大辅政之首索尼，他的侄女
又是皇太子的生母。索额图很早就
是康熙帝的亲信，身边也聚集了一
帮党羽。

康熙对此并非全无所知，作为
一个皇帝，他不可能让手下的势力
集团一党独大，威胁到他的地位，保
持平衡才是最重要的，但事情在两
党争夺太子人选时发生了重大变
化。

当时的皇太子胤礽是康熙的第

二个儿子，也是索额图的外孙，表现
不太好，惹康熙皇帝生气。明珠便
趁机大肆攻击皇太子，希望能够把
他撤下来，将来让自己的外甥、康熙
皇帝的长子胤褆继承皇位。索额图
自然极力反对。

宰相因贪污入狱
明珠与索额图之间关于太子人

选的斗争，让康熙很生气。他可以
容忍他们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却无
法容忍他们动摇国本。在当时，康
熙对太子还是颇为看重的，因此首
先拿攻击太子的明珠开刀，指使一
名御史弹劾明珠贪污。

只弹劾明珠贪污，是有原因
的。因为明珠当时党羽已成，如果
直接弹劾他结党营私、动摇国本，那
么必然会牵扯到明珠的党羽，而那
些党羽为了自保，也必然会想方设
法保住明珠。这样一来，康熙就很
难办了，而只弹劾明珠一人，不牵扯
到他人，那么明珠的党羽也就不会
出头了，社会也就不会发生大的骚
乱。

结果，明珠以“贪污受贿”的罪
名被捕入狱，等待他的将是身首异
处，家破人亡。但是明珠他想到了
一个能够救自己的人，就是他的政

敌索额图。
干脆告自己谋反

怎么才能让自己的政治对手
“救”自己一命呢？明珠要把事情搞
大！他让一个名为索党实际却是明
党的官员上书弹劾自己结党营私、
图谋造反。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因
为贪污只是死罪，谋反却要诛九族，
明珠是不是昏头了？

其实这是一步深谙政治奥妙的
险棋。索党以为这是一个可以一举
消灭明党的机会，纷纷附和上书攻
击明珠。可是康熙皇帝此时却犯了
难：谋反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必
然会牵扯到明党其他人身上。人多
势众的明党人为了保住自己，必然
要下死力保住明珠，这样一来就不
是明珠一个人在面对康熙，而是整
个明党与皇帝对抗。

另一方面，在索额图和明珠两
党相争的关键时刻，如果再处罚明
珠，那就证明索党获胜了，必然造成
索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这是康熙无
法接受的结果。所以他必须保住明
珠，保住明党与索党的力量平衡。

之后的事情果然如明珠所料。
明珠一党为了保住自己纷纷上书为
其辩护，康熙迫于形势，不得不对明
珠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只免去了明
珠的大学士之位，不久又让他担任
内大臣，依旧留在身边，在这个职位
上明珠一干就是20年，直到去世。

摘自《读者》

拿破仑在欧洲军事、政治舞台上
的杰出才能和辉煌业绩，使他成为法
国人崇拜的偶像。 因此，成为皇帝
陛下的秘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
望。但是，拿破仑的秘书毕竟不是好
当的。

一次，拿破仑的一名私人秘书身
染重病离职休息，需临时招募一名

“书写漂亮”的秘书以做帮补，消息传
出，人们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陆
军部长办公室的 S 先生被选中。突
如其来的好运使他激动莫名，在同事
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这位幸运儿穿戴
得整整齐齐到杜伊勒利宫就职去
了。

送走了S先生后，大家对他的飞
黄腾达羡慕不已，尚在谈论之际，办
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S先生丧
魂落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帽子丢
了，手套不见了，头发乱七八糟，四
肢直打哆嗦。在众人惊讶万分的目
光中，他诉说了刚刚在杜伊勒利宫的
遭遇。

原来，S 先生入宫后，拿破仑打
量了他一番，便叫他坐在靠近窗口的
椅子上，然后就在房里大步地走来走
去，指手画脚，不时地从嘴里迸出一
些含混不清的词语。初来乍到的 S

先生以为皇帝心绪不佳，嘴里嘟哝的
东西与己无关，因此，并不注意听，只
是屏住呼吸偷偷地用目光注视拿破
仑的一举一动。

过了约半小时，突然，拿破仑大
步流星地朝他走来，说：“给我重述
一遍。”什么也没有记下的 S 先生张
口结舌，一下子惊呆了。拿破仑见纸
上一片空白，顿时像狮子般暴跳如
雷，怒吼连声。

年轻的S先生被吓破了胆，连秘
书的椅子还没坐 热，就连滚带爬地
逃离了杜伊勒利宫。他一连 5 天卧
床不起，此后，直到拿破仑在圣赫勒
拿岛逝世多年，S先生每每从远处眺
望宫殿的圆屋顶时，仍心有余悸，全
身禁不住轻轻颤抖。

对付拿破仑的口授，跟随他多
年的首席秘书凡男爵却有一套办
法。拿破仑口述时，有时 含混不清
地自言自语，有时又前言不搭后语
地断断续续，杂乱无章。对此，凡男
爵的办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听
多少记多少，恰当地留下空白，以跟
上说话人的思路，一俟口授中途停
止或最后结束，就赶紧整理残缺不
全的草稿，绞尽脑汁地反复琢磨皇
帝话语的含意，填补空白，组合句

子。整理完毕，便交给拿破仑。此
时，他若抖抖纸张，签上名字，把文
件往凡男爵的桌子上一扔，说一声

“发出去!”那么，口授记录工作便算
是大功告成了。

更令秘书叫苦不堪的，是拿破仑
那非凡的精力，那简直是令人难以置
信的。如有一次拿破仑想在枫丹白
露筹建一所学校，曾一口气口授了共
计 517项条款的详细计划。平时，拿
破仑习惯于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而在每次战役期间，他白天忙个不停
地处理军政大事，晚上稍稍休息一会
儿，待到凌晨一两点钟，便起床阅读
战报和情报，思考问题，并立即就当
天的军事行动做出决定。据史载，
1806 年秋对普鲁士作战期间，有一
天，拿破仑除了外事活动，竟连续口
述了102项命令和指示。

拿破仑如此工作，当然忙坏了他
身边的秘书们。作为秘书，无论何时
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必须随
时恭候在桌边，等待命令，工作之辛
苦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天，拿破仑的
情绪很好，高兴地捏捏秘书的耳朵，
对他说：“你也会永垂不朽的。”的确，
拿破仑说得不错，那些和他一起生活
工作过的人，后来很多都由于他的缘
故而名垂青史。当拿破仑的秘书实
在是一项可怕的差使，荣誉虽高，但
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并且能够干到底
的。

摘自《大众阅读报》

拿破仑的秘书不好当

李白终生不参加科举考试，这
是为什么呢？

在唐代，一个读书人不去参加
科举考试，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
时候要出人头地，通常有两条途径：
若是王公贵族的后人，可以享受“政
府”特殊照顾；如若不是，又想上进，
正规的渠道就是考进士。

唐代的进士文化对诗人的人格
影响很大。哪些人诗写得雍容华
贵，哪些人诗写得苦大仇深，都跟考
进士有关。像王维那样一考就中
的，诗肯定雍容华贵。诗写得苦大
仇深，要么是没考上，要么起码八年
抗战才考上的。杜甫的诗为什么苦
大仇深？考了两次都没考上。孟郊
更惨，考得心态都扭曲了。为了考

进士倾家荡产，把家具都典当了，
“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多伤心
啊！孟郊 46岁终于考上进士了，心
花怒放地写了一首《登科后》诗：“昔
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
花。”

唐代考上进士之后，有两样最
荣耀的事情：一个是慈恩塔上题
名。白居易就写过“慈恩塔上题名
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还有
一个就是游街。放榜之后，所有的
青楼都张灯结彩，夜夜笙歌，都是新
科状元来游。大把的钱往里头扔，
我估计背后也有很多厂家赞助。当
时的大族选女婿，都瞄着新科进
士。因为你在唐代考取进士，如果

又能做翰林的话，你就有百分之五
十的希望做宰相。

说到李白不走科举这条路，原
来跟他的身世有关。

唐代考进士，先要通过资格审
查。“政审”的时候，要注明：一、“郡
县乡里名籍”，你是哪个地方人？
二、“父祖官名”，你的父亲，还有你
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此
外还规定，如果家里是做商业买卖
的，或者关系比较近的亲属是做生
意的，你就别来考进士。当然，罪犯
的后人，更没有资格。

李白的身世，恰好两条都占
了。一是罪人之后，二是商人之
子。想考进士，连门儿都没有。既
然你已经把我资格都剥夺了，我还
奴颜婢膝地求你？天才李白绝不会
这么干。于是，李白就说，你不让我
考，我还看不起你进士考试呢！

摘自《知识窗》

李白为何无缘科考

告自己谋反的宰相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不可能是
一帆风顺的,即便是命运的宠儿也很
难例外。请看下面这些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耐人寻味的坎坷经历:

叶芝,192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爱尔兰诗人,1895年被退回的作品
是《诗集》,编辑部和出版商的评价是:
读起来毫不感人,缺乏想象力,而且对
人没有启迪。

萧伯纳,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英国剧作家,被退回的作品是其代
表作《人与超人》,编辑部和出版商的
评价是:作者永远不会成为受人欢迎

的作家,甚至连稿费也赚不到多少。
福克纳,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美国小说家,被退回的作品是其代
表作之一《避难所》,编辑部和出版商
的评价是:老天爷,这本书根本不值得
出版。如果这本书也能出版,我们还
不如一块儿去坐牢呢。

海明威,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美国小说家,被退回的作品是短篇小
说集《春潮》,编辑部和出版商的评价是:
如果出版这本书,我们不仅会被视为没
有眼力,甚至会被视为品质恶劣。

……

但是,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没有
在挫折面前退缩与却步,而是百折不
挠地继续向前,进而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他们曲折与辉煌的经历,也
许可以告诉世人:

倘若我们的才华得不到承认,与
其选择抱怨,不如选择宽容;抱怨容易
导致灰心丧气,宽容却能让人心旷神
怡。

倘若我们的才华得不到承认,与
其选择辩解,不如选择超越;辩解只能
证明过去,超越却能让人赢得未来。

也许我们左右不了天气,但是我
们可以左右心情;也许我们改变不了
他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倘若
不承认我们现在是一颗星星,那何妨
我们将来做一轮明月？

摘自《时代青年》

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
蒋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