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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5月，关山月作为中国较
富实力的中青年画家独自一人赴欧
洲举办画展。

5月中旬，当关山月结束巴黎画
展，准备赴意大利继续举办画展时，
他接到荷兰驻法大使馆朋友的传信，
说中国政府要他放弃画展，立即返
京。

陈毅召见两位画师
关山月一到北京，还未休息，便

被陈毅召见，同时被陈毅召见的还有
傅抱石画师。

陈毅见到两位画师十分高兴，
说：“为庆祝建国 10 周年，国家搞了
10 大建筑，人民大会堂便是这 10 大
建筑之一，国务院办公厅已作决定，
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过道内的大
型国画将由你们两位合作完成。”

傅抱石与关山月忐忑不安。因
为首先是任务相当艰巨，他们约略估
算了一下，画面至少要7米宽5米高，
如此规模的巨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也
属罕见；其次，他们两人画风迥然不
同，且过去从未合作过，构思能想到
一块吗？笔墨能协调和谐吗？

不过令傅抱石、关山月欣慰的
是：负责这幅画创作工作的还有郭沫
若和吴晗，想到这些，两位画师心里
也便宽松了许多。

郭沫若说：要画东升的红太阳
对于大型国画的构思，齐燕铭

说：“国务院批准了郭沫若、吴晗的建
议：以毛泽东主席写的‘沁园春’（《咏
雪》）词意为题材，主题是‘江山如此
多娇’。”

在傅抱石、关山月合作初期，在
构思草图时，由于老是在“沁园春”词
里的具象上兜圈子，在意象上提问
题，抓不到要领，打出来的草稿，一
次，二次，三次都通不过。

正当他们陷入重围，无法突破
时，一天，陈毅来了，郭沫若也来了，
还有吴晗和齐燕铭。

陈毅用四川口音问郭沫若：“画
画也跟作诗一样吧，最要紧的是立
意，对不对？”

“对！”郭沫若轻轻点了点头。
陈毅眼睛一亮，用非常肯定的语

气说道：“‘江山如此多娇’嘛，应先抓
一个‘娇’字。怎样才能体现江山之

‘娇’呢？”
陈毅卖了个关子，顿了顿，然后

说出他的具体意见：“图中应包括长城
内外，大河上下，白雪皑皑的西北高
原，郁郁葱葱的江南大地，还要见东
海，总之地理要包括东西南北，季节也
可包含春夏秋冬，只有这样才能概括
祖国的壮美江山，只有这样才能‘娇’
得起来，才能体现‘多’的磅礴气势。”

傅抱石、关山月听罢顿悟，击掌
道：“陈总的意见真是太好了，太及时
了。”

他俩心头茅塞顿开，思路豁达开
朗。两人一一将构思倒出，陈毅和郭
沫若频频颔首；他们越议越鲜明，越
谈越具体，一幅草图呼之欲出。

临了，关山月问：“那画中可不可
画太阳？”

郭沫若扶了扶金丝眼镜，慢条斯
理地说道：“毛主席写这首词的时候
是在解放前，所以说‘须晴日’，现在
解放 10 周年了，还不出太阳？我看
应该画上东升的红太阳。”

周恩来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9 月中旬，凝聚了傅抱石、关山

月心血的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已经收笔。

一天，他们接到通知：将画挂到
人民大会堂去，第二天周恩来总理来
审定。

总理一见到傅抱石、关山月，不
用别人介绍，亲切地慰问道：“你们辛
苦了，我代表主席感谢你们！”接着又
乐呵呵地说道：“没想到你们还很年
轻啊！”

随即，周总理、陈毅、郭沫若等领
导人击掌对《江山如此多娇》初挂表
示祝贺。

从掌声里，傅抱石、关山月悬着
的心放下了，心绪伴着掌声起伏。

是啊，3个多月，100多个日日夜
夜，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江山如此
多娇》创作中去，两位画师连星期天
也从未与家人团聚过，关山月本来就
很瘦弱的身体，体重下降了5斤。

周总理看了许久许久，然后移步
三番五次地上下阶梯俯视仰望，远距
离、近距离地看，还爬到画的左右两
侧的最高处反复审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等
总理上下左右、每个角度都过细地看
了，这才脸露笑容，对着在场的人发
表他的意见：“我和陈总的意见一样，
都觉得画得好，我们都觉得画得好，

我们都感到满意，画得很有气势嘛！”
周总理顿了顿，接着说：“不过我

觉得画幅小了些，还要加宽加高，现
在的尺寸是多少？”总理的视线落在
傅抱石和关山月身上。

关山月答道：“宽 7 米、高 5.5
米。”

周总理听罢，明确地说：“至少要
加宽2米，加高1米。”他见傅抱石、关
山月点头同意，然后继续道：“太阳也
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
称，至少要加倍放大。”

傅抱石、关山月当即剪了几个太
阳模型，最后挑了一个最大的贴上
去，周总理点头表示满意。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傅抱石、关
山月将画扩大到9米宽、6.5米高。

毛泽东题写“江山如此多娇”
1959 年 9 月底，大型国画《江山

如此多娇》的创作已近尾声，按计划
“江山如此多娇”几个字由毛泽东主
席题写，可主席正在作建国 10 周年
大典前的最后一次考察，此时不在北
京，怎么办？

陈毅和郭沫若找到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表态：打电话给毛主席。

主席听了汇报，心情十分开朗：
“你们做的这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我当主席的应当全力支持……”

主席当即挥毫，一口气书写了 4
条“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的书法是举世公认的，但
即便如此，主席还是十分认真，便与
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想从 4条“江山
如此多娇”中挑选出最好的一幅，可
挑来挑去，主席一直摇头。

后来，毛泽东想了个办法，便在
写得较满意的字下面画了圈，并写了

“选字由恩来定”。
周总理请来了郭沫若、吴晗以及

傅抱石、关山月、张正宇一同挑字，挑
出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字，组合成了

“江山如此多娇”。
周恩来总理点头后，对身旁的我

国著名书法家张正宇说：“下面的工
作就看你的了，临摹并描到画上去这
两步工作一定要做好，字不仅要像，
更要真。”

张正宇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将
“江山如此多娇”临摹并描到画中去。

据说，这几个临摹的字，毛主席
看了以后也赞不绝口。

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出自
两位当代中国画坛名师之手，又有毛
泽东主席为该画所作的手书，自挂进
北京人民大会堂之日起，便成了传世
之作，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画作本身。

摘自《中外文摘》

江山如此多娇
一幅传世名画的诞生

二战期间，为了谋求海战优势，
日本把其建造的第 3艘战列舰改建
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
这就是“信浓”号。

1944 年，日本在莱特湾海战失
利后，被迫把尚未彻底完工的“信
浓”号投入使用，企图以此“秘密武
器”扭转被动局面。11 月 26 日，经
过简单装备后的“信浓”号参加战
斗。19时 15分，舰上的值班军官紧
张地向指挥官阿部俊雄报告：“雷达
发现信号，从脉冲频率上判断是一
艘潜艇。”狡诈的阿部俊雄暗暗思
量：“既然是潜艇，为何要发出雷达
信号呢？这很可能是美国的引诱之

计。”阿部下令：“不准开火！我们不
能上当。”

事实上，“信浓”号发现的正是
美国的“射水鱼”号潜艇。“射水鱼”
本来是要援救因轰炸东京而坠海的
飞行员，后来计划取消，才游弋在这
一带海域待命。巧的是，当时“射水
鱼”的雷达出了故障，潜艇被迫浮出
海面准备修理，可是雷达又不得不
开机，这才进入日本人的视野。

21时左右，美艇长接到报告说，
前面发现了日军的航母。艇长于是
冒险向珍珠港发出电报，要求附近
潜艇支援。翌日 2 时 42 分，一名通
信官向阿部报告：“发现敌潜艇在发

电报，强度很大，敌艇离我们很近。”
阿部认为那电报一定是联系埋伏好
的美舰群开始攻击，于是，他命令航
海长调整航线前进。不料，慌乱中，

“信浓”号竟然自己送到了“射水鱼”
的枪口下。

3时过 4分，当“信浓”号离美潜
艇只有 12公里时，美军立即向这个
庞然大物发动了猛烈攻击。在很短
的时间里，“信浓”号接连被4枚鱼雷
击中。舱室被撕开了十来米宽的口
子。就这样，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
的航母处女航仅仅行进了17个小时
便沉没了。

摘自《文史月刊》

1916 年 11 月 8 日，蔡锷将军在
日本病逝，年仅34岁。

小凤仙得知此讯，痛不欲生。
高山流水觅知音，他是她人生最大
的亮色，谁知只是那么短短的一瞬，
他就如流星一样划过夜空，永远从
她的生命里消失了，这让她怎么面
对以后的漫漫人生呢？

在蔡锷的追悼会上，送上“不幸
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的挽
联后，小凤仙悄然离开了八大胡同。

此后颠沛流离，嫁过一位师长，
师长战死。为生活所迫，她跟了一
个厨子，住在沈阳市皇姑区寿泉街
三胡同的一座平房里。因为丈夫姓
李，四周邻居们都称她“李娘”。她
给自己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张
洗非。

老李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他
隐约知道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只
是，关于过去，她不说，他便不问。
她没有工作，只靠他一点微薄的收
入过日子，他们住的北厢房只有十
平方米，家里几乎没有家具，唯一像
样的摆设，也就是那只天天上弦叫
他起来开工的小闹钟。他总觉得委
屈了她。所以，只要她喜欢的，只要
他能办到的，他都尽量满足她。

她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几乎
每餐都要喝上两盅。那时，他就会
挽起袖子为她弄两个下酒菜，偶尔

陪她喝两盅。庸常的生活里因为他
的温暖便有了些许滋味。

她唯一的乐趣是听戏。一出
戏，她听得如痴如醉，恍如隔世。

对他，对生活，她倒也安之若
素。她不讲究穿戴，只是爱干净，常
常把几件平平常常的衣服洗得干干
净净，穿在她身上，很与众不同。

她随身有个小包裹，那里面有
一张照片，是位年轻英俊的军官。
他问过一次，她淡淡一笑，轻声回
答：是个普通朋友。

日子风驰电掣往前赶。他们的
生活越来越困顿。

她见了一位故人，那是她与从
前生活的唯一一点联系。故人是梅
兰芳。

1951 年年初，梅兰芳率剧团去
朝鲜慰问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途经
沈阳演出。她闻讯，很想见见这位
昔日在北京的旧相识，并求得他的
帮助，遂写了一封信给梅。

数日后，她接到梅兰芳邀请相
见的回信，她兴奋异常，穿上自己最
好的衣服，打扮得像过节一样，去见
梅兰芳。

经梅的举荐，她到一家幼儿园
当了保健员。那是她一生过得最为
顺意的日子。她表现得很积极，参
加各种活动。

只是，她从不对身边人讲她是

谁。在所有人眼里，她不过是个普
通女子张洗非。

她已不大记得小凤仙的生活，
华裳美服，琴棋书画，迎来送往。然
后星火一样遇到生命里的那个男
人。他像一道光，照亮了她的整个
生命。然后光灭了，她的生命黯淡
下去。

她跟李姓男子一起生活了大半
辈子。她不曾真正了解他。她只是
用他来逃避自己心里的那段记忆。
可是，是他给了她一个家的全部温
暖。她是明白女子，她何尝不明白，
即使蔡将军活着，他们之间，或者也
就是一段佳话，如此而已。

而他，用真心待她。他希望她
所有的伤都能在平淡的岁月里不治
而愈，一如他做的一粥一饭，平常却
养人。

她很庆幸遇到他，他一直陪在
她身边，给她最平实的温暖。这便
够了，不是吗？

当她终于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人
生道路，他颤抖着把那张跟随了她
一辈子的照片放在了她的衣袋里。
泪水从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流下来。

一辈子，他没对她说过那个爱
字。他不是小凤仙或者是改名叫张
洗非的女子的知音，但是，有些感
情，融进了血液里，比水浓。

那也是爱情。
陪她走完人生最后每一天的

人，不是蔡将军，而是他。
爱你的春光明媚的人无论有多

少，爱上你风卷残荷的，一人足矣。
摘自《幸福·悦读》

爱你的风卷残荷

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15
岁以前，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子。到乡间，她总骑着小白马在绿
色的草原上驰骋。15 岁那年，她骑
马时不幸摔下来，损坏了脊椎，此后
二十余年，她一直与床榻相伴。

接着母亲去世，接着陪她在乡
间养病的弟弟溺死在从她窗前流过
的河道里。她不得不从乡间回到伦
敦，但城里阴寒潮湿的气候使她的
身体越来越糟。她蛰居在房里，像
一头冬眠的睡鼠动弹不得，只有在
夏天，才由家人抱着下楼一两次，见
见久违的天日。

但她决定坚强地活下去，用笔
把悲哀和希望都写进诗歌。平时，
她经常在伦敦的文学杂志上投稿，
不久便出版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和《天使们》两本诗集。

因为诗，她结识了一个名叫白
朗宁的年轻人。两人最初四个月的
殷勤通信，在她昏暗的生活中点亮
了一盏灯——每当黄昏降临，她便
在期待中等待邮差的敲门声。

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暮春时节，
他第一次见到了她，蜷伏在沙发上，
一双深沉的大眼睛里透着几分哀怨
的神色。此后的第三天，她收到他
的求婚信。

拿着信，她痛苦了一夜。第二
天，她拿起笔，悲哀且断然地拒绝了

他。因为此时她已 39岁，已放弃了
生命的希望，而他只有33岁，正值人
生的黄金时期。

尽管如此，两人通信反而比以
前更勤了，有时一天甚至写上两封
信。不久，爱，终于坐上季节的列车
从春天驰向夏天，白朗宁不断从他
的花园中采摘最好的玫瑰送给她。
花的鲜艳和芬芳，让她向来紧闭的
窗子打开了，于是，她的病房里总弥
漫着清香的空气。这时，她的身体
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萎缩的生机
重又显出生命的活力。不知什么缘
故，那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正月里
的一天，她竟然独自走下楼梯，走进
了会客室，让众人大吃一惊。

第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还
在二月，丁香花和山楂就开始爆芽，
接骨木也竞相抽叶，画眉和白头翁
此起彼伏地在枝头歌唱。此时，她
为他写下了著名的《葡萄牙人十四
行诗集》，把她的文学才华展现得淋
漓尽致。当他再次向她求婚时，她
心悦诚服地听从了爱的召唤。

父亲听说这段恋情，大发雷
霆，甚至把病弱的女儿吓得当场昏
了过去。面对父亲，她绝望到了极
点，想到刚刚燃起的希望，她宁愿
到大西铁路去忍受火车一次次进
站的吼叫，也决不愿看到暴跳如雷
的父亲。

不久，在女仆陪伴下，她两腿发
抖地走出家门，雇了一辆马车，来到
一个教堂，和她的恋人悄悄地结了
婚。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可她内心
无比激动，她想象着有多少妇女们
站在她站立的地方举行婚礼，她想
象着她们中有谁如她幸福，有理由
全心全意地把爱献给她的丈夫。

走出教堂，一对新人只能暂时
分手。踏进家门前，她万分不舍地
捋下新婚戒指。一星期后，她带上
她忠诚的女仆、爱犬以及用 20个月
时间积攒起来的情书，永久地离开
了家门，离开了英国，渡过英吉利海
峡，奔向欧洲大陆去了。这时，她才
得以用白朗宁夫人的身份与人交
往。

之后的四年，这个本来缠绵床
榻的诗人，竟成了登山涉水、探幽访
胜的健游者：威尼斯、帕度亚、米兰
等地都留下她迷人的身影。在米
兰，她甚至紧随丈夫，一直爬到了大
教堂的最高处。一年后，她竟给小
家庭添了一名男丁。在给妹妹的信
中，她满怀幸福地写道：“爱情，本是
一朵女人花。”

两人在一起又度过了15年的幸
福时光。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倦，
依在丈夫的胸前安然睡去。仅仅过
了几分钟，她的头忽然垂下来，再也
无力抬起，永沉梦乡。佛罗伦萨人
为了纪念她，以市政府的名义在她
生前寓所安置了一方铜铸纪念牌，
简单地写道：在这儿，她生活过、写
作过。

摘自《特别关注》

清晨，伴着“沙沙”的雨声醒来。
我蜷缩在床上，眼睛却眺望窗外

灰蒙蒙的天空和深褐色的秃树干。
尽管屋里依然是冬天那一种暖暖的
干燥的热气，但我可以预感，房间外
边已是早春的湿湿润润的气息了。

迅速起床，推开阳台上的窗户。
果然，一股湿淋淋的由土地呼出来的
雨水的味道沁入干燥的肺腑，我感到
所有沉睡一冬的小虫子肯定都会在
这个雨雾蒙蒙的清晨睁开眼睛。

阳台上的龟背竹又长出了嫩绿
的新芽。回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感
受到这种浑然一体的宁静的气息了，
甚至，已经几年没有看见早春时节街
道两旁满眼的树木是如何发芽抽叶
的了。一直以来，城市的噪音、人群
的纷争以及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的
压力，使我对身边这些安宁的事物几
乎视而不见。不知是这第一场春雨，
还是什么莫名的奇怪的引力，这会儿
我终于重新看见了它们，一时间，竟
恍若隔世，惊叹自己何以多时以来浑
然不知？

其实，此时天地万物的和谐之
感，首先是缘自我近日内心的安静。

这几天，我感到一股奇妙的安静
的力量在内心里生长，它们先是一团

模糊不清的东西，进而渐渐成形，然
后它们成为一股清晰而强有力的存
在——那是一团沉默的声音，它们一
点一点地侵蚀、覆盖了我身体里的那
些嘈杂，然后一直涌到我的唇边、涌
到我的指尖上来。我清晰地听到了
它们。这样，我的唇边和指尖都挂满
丰沛的语言。我无须说话，无须表
达。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同我此刻一
样恬静，你就会听到它们。

由于它们的存在，当我独自一
人对着墙壁依桌静坐的时候，我的
眼前不再是一堵封闭的墙，相反，我
的视野相当辽阔，仿佛面对的是一
片丰富多彩的广袤景观，让人目不
暇接，脑子里的线路与外部世界的
信号繁忙地应接不断；而当我置身
于众多的人群中，却又如同独处一
室，仿佛四周空空荡荡什么都不复
存在，来自身体内部的声音密集地
布满我的双眼。

这感觉的确相当奇妙，但外人却
难以察觉。它似乎是一种回家了的
感觉，也似乎是复苏了的感觉。以前
很多时候，人在外面，在茫茫人群里，
嘴和脚是动着的，但是，我可以肯定，
心脏和血液几乎是死的。而此刻，尽
管肢体一动不动，但心脏和血液却都

活了起来。
多么美好！
桌上的这一页白纸，几天前它就

空洞地展开着，张着嘴等待我去填
充，如同一个空虚的朋友，饥饿地等
待着灌输。然而现在，我对它依然不
置一词，可这张白纸却分明在我的眼
睛里忽然涂满了字，充满了内容。

电话机安静地卧着，像一只睡着
的小动物。但是，它的线路却时时刻
刻在我和我的对话者之间无声地接
通着，我无须拿起话筒，交谈依然存
在。

泰伊的《弥撒曲》远远地徐徐地
飘来，其实我并没有打开音响，那声
音的按钮潜藏在我的脑中，只需一
想，那乐声便从我的脚尖升起。我甚
至不是用耳朵倾听，而是用全身的皮
肤倾听。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我一个人倚
坐在沙发里，看着室内橙黄色的灯光
与窗外正在变得浓稠的暮色，看着它
们小心翼翼地约会在玻璃窗上，挤在
那儿交头接耳。再仔细倾听，窗外的
晚风似乎也在絮絮低语，间断掉落的
树叶如同一个个逗号，切割着那些凌
空曼舞的句子。

……
你肯定有过这样的感觉。
这种时刻，所有的嘈杂纷争、抑

郁怨忿，甚至心比天高的欲望，全都
悄然退去了，宁静、富足，甚至幸福感
便会从你的心里盈盈升起。

摘自《广州日报》

安静的力量
陈 染

一群年轻人，在野生动物园内参
观。

干枯的草地上，跑过来两匹马。
解说员说，这两匹马，是一对母子。
你们能分辨出哪匹是妈妈，哪匹是孩
子吗？

年轻人盯着两匹马看，大小差不
多，斑纹差不多，胖瘦差不多，年龄似
乎也差不多，就连神情看起来都差不
多，怎么辨别啊？

解说员拿起一把青草，向两匹马
扔了过去。两匹马看见青草，飞跑过
来。它们几乎同时跑到了青草边。
一匹马迫不及待地低下头，伸出舌
头，卷起青草，美美地咀嚼起来，另一
匹马站在一边，舔着舌头，看着他的
同伴，却并不急于吃草。

解说员指着两匹马说，先吃草的

那匹，是孩子，而默默站在一边的，是
妈妈。如果只有一把草，一口粮，妈
妈总是会让给自己的孩子的。人是
这样，动物也是这样。

又跑过来两只雄狮。年轻人一
阵惊叫。

解说员指着两只狮子，对大家
说，这是一对父子，你们能分辨出哪
只是爸爸，哪只是儿子吗？

年轻人盯着两只狮子看，一样大
小，一样健壮，一样彪悍，一样威风凛
凛，就连脸上象征雄狮的鬃须似乎都
一模一样，根本无法辨别。

解说员拿起一块牛肉，扔了过
去。两只雄狮同时嗅到了牛肉的腥
味，同时扑向空中，争夺那块牛肉。
一只狮子咬住了牛肉，可是，还没等
它站稳脚跟享用，另一只雄狮就发出

了凶猛的吼声，凌厉地从它的口中，
夺下牛肉，并威吓性地竖起全身的鬃
毛，毫不客气地赶走了同伴。被赶走
的狮子，很不服气地站在一边。

这回，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指认：后
面哪只看起来凶悍而蛮不讲理的，一
定是儿子，因为孩子往往霸道，自私。

解说员笑着摇摇头，你们说错
了，后面那只看起来凶悍一点的，恰
恰是爸爸。

年轻人不明白了，怎么爸爸和儿
子抢食物，一个爸爸，不是应该呵护
自己的孩子的嘛？难道动物界和人
类不同？

一个狮群，一般只能有一个成年
雄狮，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一旦长大
了，就会被狮爸爸毫不客气地赶出狮
群。解说员解释说，也许正是为了让
它日后能够单独生存，狮爸爸才对自
己的儿子特别凶狠，特别不留情面，
特别不照顾，其实，那也是一种爱啊。

年轻人恍然大悟。原来，爱，是
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

摘自《杂文报》

幸福无处不在，一个人即使在
遭受无比痛苦的折磨，即使是面对
死亡的威胁，他也依然可以感知人
间的温暖与幸福。

我原来是一个对幸福很迷茫的
女人，让我发生彻底转变的，是我父
母去世。当我父亲病危的时候，由于
部队医院的某项化验设备坏了，必得
把父亲的血样送到另外的一所地方
医院里去查验。我捧着装有父亲血
液的玻璃管，急匆匆赶往城市的另一
端。那家医院的化验科主任说，化验
单上标明是急件，我们马上就开始
做，你在外面等着结果吧。我在检验
科的外面，魂飞胆破焦灼万分地等待
着……不知过了多久，主任出来了，

把填写好的化验单交给我，然后疑
惑地问，这个病人还活着吗？我说，
活着。他说，可是从这张化验单上
所显示出来的这些化验数据看，病
况极为严重。以我们的临床经验，
这个病人应该早就去世了。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没有跟
他说这是我父亲的，拿着化验单，飞
也似的往部队医院赶，生怕在我送
血样的这一段时间父亲已经远行。
匆匆忙忙赶回父亲所住的医院，先
到病床前看望父亲。我觉得非常有
经验的主任都那样说了，我会不会
已看不到父亲了？！没想到父亲非
常清醒，在病床上他微笑着对我说，
我这一生非常的幸福，因为有了我

的事业，因为有了你的母亲，因为有
了你们……

第二天，父亲走了。这是我父
亲留给我最宝贵的一份遗嘱。我的
母亲，在临去世前也说过同样的
话——我很知足，我很幸福……一
个人的生命，即使在遭受无比痛苦
的折磨，即使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他
也依然可以感知人间的温暖与幸
福。人的精神是任何化验单都无法
呈现的，幸福无处不在，只要精神屹
立，死亡也为之匍匐。

很多东西，都会因为岁月流转
渐渐地褪去它们生动的颜色，唯有
我们对幸福的追求，让我们体验到
人生的意义，感受到人生价值的庄
严。当我们一己的生命，和一个辽
阔的宇宙相联系的时候，我们渺小
的存在，就变得深厚和绚烂。我愿
从此以微弱跳动之心，做真诚美善
之文字，以应答沧桑无序的人间。

摘自《北京晚报》

爱的证据
孙道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