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一成说：二强是正当防卫，
他不打二强，二强也不会打他，毛
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

二强抽泣起来，鼻涕眼泪涂满
脸。几个孩子一只猫，堵着人家大
门口，没妈的孩子本来就有几分可
怜，这么一来，没理也变得有理，
何况本来就有点儿理。

男孩爸只好说：算了算了，我
们相互不计较了，以后你们也别在
一块儿玩，省得麻烦。

乔一成用他年幼的智慧，成了
二强和妹妹们心目中顶顶厉害的
人。乔一成这小孩子不简单哪，邻
居们这样认为。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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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一成的妹妹们也都上了学。
大妹妹三丽性子有点儿像乔一

成，文静，挺懂事儿，成绩相当不
错，不用人操心，她还分担了不少
的家务事。乔一成很喜欢这个妹
妹，总觉得她会成为
一个跟这四邻街坊家
的女孩子都不一样的
姑娘。

乔二强与乔四美
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儿了。

这两个孩子也挺
像，好玩，脑子不灵
光，没心没肺，傻不
拉叽的，在学校的成
绩是马尾串豆腐，乔
二 强 已 经 是 留 了 两
级 ， 至 今 才 上 三 年
级，乔四美一年级，
眼看着也要留级。

乔一成成了他们的家长，替他
们补功课，替他们去开家长会，替
他们去领老师的批评，替他们丢人
现眼。

过了阳历的新年，乔一成发
现，二姨走动得勤了起来，似乎也
不像是要钱的，有两回还带来了她
的一个朋友，一个有着团团脸，戴
着可笑的深度眼镜的阿姨。

她们先是与乔祖望在里屋轻声
地神秘地交谈，后来，又把三丽与
四美叫进去，也不知做什么。

乔一成晚上睡觉时问三丽，他
们叫你跟四美做什么？

三丽说：不做什么，就看看我
们。

看你们？有什么好看？乔一成
不解。

看看我们的脸，看看我们的眼
睛，看看我们的鼻子，看看嘴巴看
看我们的耳朵，看看我们的头发，
还看看我们的腿脚……

二姨在第二天晚上又过来了，
这一回，除了上回那个团团脸的眼

镜阿姨，她还带来了一男一女两个
人，像是夫妻俩。

乔一成非常非常的奇怪，在他
看来，这两个人实在不像是二姨会
有的朋友。

他们温文安静，穿着朴而不
简，一看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这夫妻俩极客气地与乔祖望打
招呼，那男的还伸出手与乔祖望握
了握。乔祖望别别扭扭地拉着他的
手晃了两晃，他实在不太习惯这样
的招呼方式。

那女的从拎包里拿出糖果与画
书，分给乔一成和他的弟弟妹妹们。

乔一成只从她的手里矜持地捡
了一粒糖，二强与四美却像是闻着
肉香的小狗狗一样蹭在了那位陌生
阿姨的身边。

几个人坐在堂屋里，有一搭没
一搭地说着话。

乔祖望一个劲儿地介绍自己的
两个女儿的种种好处，如何乖巧，
如何嘴甜，如何能干，长得如何像

她们的妈妈。
四美仿佛为了

验证父亲的话似的，
乖乖地一点一点挪到
那女的跟前，讨好地
仰头望着她，说：阿
姨，你的头发烫得真
好看。

那女的微笑起
来，是一种极有教养
的笑容，和气极了，
却又不十分亲近。

她摸摸四美的
细辫子，说：是吗？
谢谢你。你的小辫子

也很漂亮。是极温软的苏南口音。
她忽地又加了一句：四美，那

么你愿意以后让阿姨替你梳辫子
吗？阿姨会梳很好看的辫子，四股
的。好不好？

四美一连声地答：好啊好啊。
有那么一刹那，乔一成心头涌

起一个模糊的念头，可是那念头太
轻了，他辨不清。

睡到半夜，乔一成想起了以前
看过的一部朝鲜电影。

电光火石间，乔一成心头那浮
木似的念头清晰起来。

那对夫妻，可能是要领养他们
家的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有可能就是四美。
果然，第二天，二姨与乔祖望

一起，向孩子们宣布了这个消息。
那对夫妻是苏州来的，两个人

都是高中的老师，家里以前颇有些
底子，只是没孩子，想领养一个，
看中了四美。

乔一成想，为什么不
是三丽？为什么？ 4

读到这里，使我想起了我父亲写
过的一篇文章《忆〈背影〉主人翁》。《背
影》是朱自清先生写他父亲的，当年朱
自清北上求学，他父亲去车站送他，看
到父亲日渐衰老的背影，朱自清有感
而发，写了这篇文章。背影的主人翁即
是朱自清的父亲。朱家与我家同住一
条街上，朱老先生是前辈。“后来，朱老
精神渐渐欠佳，他安乐巷的住宅门朝
东，入冬无风，天晴时，每晨必面对门
内而坐，阴其头部，但曝其背。”

老年人阳气渐衰，晒太阳是一种
很好的养阳方式。但晒太阳一是要讲
究时间，即在早上或黄昏，而不可烈
日当头去曝晒；二是要讲究晒的部
位，即以晒背为主，后背暖和了，全身
就舒畅了。在《忆〈背影〉主人翁》中
我父亲写道：“有一次见到我，他
说：‘我不能正面晒，本来目前的
体质就阳气浮于上，如果晒了，就会
晕头转向了。’”这可能是大多数老年
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人体背为阳，腹为阴，“阳脉之
海”督脉即位于脊背
正中，两旁是从头贯
足的足太阳膀胱经。

《庄子·养生主》云：
“缘督以为经，可以保
身，可以全生，可以养
亲，可以尽年。”十分
明确地指出背部督脉
的重要性。唐太宗李
世 民 在 一 次 看 医 书
时，忽然掩卷沉重地
说：“人体的五脏六腑
都连在背上，而我们
国家的刑罚中有一条
是要打犯人背部的，
这不是会把人打死吗？”于是他颁布
命令，不能再打犯人的背部，改为打
大腿和屁股。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
背部的重要。

清代画家高桐轩总结了一套“养
生十乐”，其中有一乐即是曝背之乐。

综上所述，脊背是人体的阳气之
所，保护背部，曝背养阳，是老年人养
生保健的好法子，建议老年朋友们不
妨都尝试一下。

发宜常梳，脸宜多洗
《老老恒言》云：盥，洗手也。洗发

曰沐，洗身曰浴，通谓之洗。养生家言
发宜多栉，不宜多洗。当风而沐，恐患
头风。至年老发稀，沐似可废。晨起先
洗面，饭后、午睡后、黄昏后，俱当习
以为常，面为五脏之华，频洗所以发
扬之。《太素经》曰：手宜常在面。谓两
手频频擦面也，意同。

养生家认为，头发宜多梳，而不
宜多洗。发宜常梳的观点是完全正确
的，经常梳理头发可以刺激、按摩头
部的经络，加速头部的血液循环，改
善局部的营养，起到滋养保护头发、
消除疲劳、促进睡眠的作用。陶弘景
在《真诰》里讲：梳理头发，宜多备几
把梳子，频繁更换为好。时常换用梳

子，是为了增加梳头次数，而不使头
皮发痛。亦可叫人代梳，这也是为了
使梳头次数更多。这样做可使血液不
会滞留，头发不易脱落。

洗头时切不可当风而洗。风乃百
病之长，风邪最易伤人。中医讲，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
虚。而老年人气血已不如年轻时旺
盛，所以更易感受风邪。在洗头的时
候，头发是湿的，头部的毛细血管是
扩张的，如这时头部受风，轻则引起
感冒、头痛，重则会出现其他疾病，如
面瘫、缠绵难愈的头痛，甚至引发脑
血管疾病，等等。

洗发的目的是为了清洁头发。人
到老年，头发稀疏了，洗发的次数就不
要太频繁了，以经常梳理为佳。过去人
们喜欢用篦子梳头，其实是很科学的。
篦子齿密，梳起头来不仅舒适、到位，
而且对头发洁净的效果明显优于一般
的梳子。现在在农村，或在一些讲究品
位的专卖店里还可以找到篦子。

洗脸是晨起后必做的一件事。睡
了一夜，起床后好好
洗个脸，一是清洁面
孔，二是振奋精神。
但洗脸不是早晨的
专利，进餐后、午睡
后、黄昏后，都可以
洗洗脸，而且最好养
成习惯。

颜面反映了人
体五脏的情况，中医
看病的方法讲究“四
诊 ”，四 诊 首 先 是

“望”，其中很重要的
一条是望面色，即观
察面部的颜色与光

泽。《灵枢》讲：“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
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孔）窍。”

除了用水洗，还可以频频用手擦
颜面，其作用与洗面是一样的。擦面
的方法：一般要求在擦脸前将两手掌
搓热，然后再用两手掌从额部顺着鼻
子的两侧擦至下巴颏，再向上经过两
腮回至额角，轻轻摩擦转圈。

洗面、擦面，一可清洁；二可改善
颜面部的血液循环，使颜面更光彩；
三可通过颜面的色泽了解身体内部
的情况；四可促进五脏六腑的生理功
能，从而防治五脏六腑的疾病。

空腹不宜洗澡
《老老恒言》云：《四时调摄论》

曰：饥忌浴。谓腹虚不可复令耗气耳。
又曰：枸杞煎汤具浴，令人不病不老，
纵无确效，尤为无损。至有五枝汤，用
桃枝、柳枝之属，大能发汗，乏入精
血，或因下体无汗，用以洗足。春秋非
浴之时，如爱洁必欲具浴，密室中，大
瓷缸盛水及半，以帐笼罩其上，然后
入浴，浴罢急穿衣，衣必加暖，如少觉
冷，恐即成感冒。浴后当风，腠理开，
风易感，感而即发，仅在皮毛，
则为寒热，积久入里，患甚大，
故风本宜避，浴后尤宜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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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小

三妮儿有说不尽的烦恼，最
大的烦恼，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
世。三妮儿总在默默地想：“自己
的亲生父母是谁呢？”这想法，不
是一天两天了。从她记事的时候
起，母亲总是拿这样的话凶她：“去
吧，我不要你了，去找你亲娘吧！”

街坊邻里也总是拿这样的
话逗她：“你不是你娘生的，你是
在大街上捡的！”有人还说：“那天
下大雪，你被扔在马路边，你娘把
你抱回来了！”每逢听到这些，三
妮儿的眼圈都会发红，街坊邻里
们却哈哈大笑。

说得多了，她真的相信了，自
己是捡来的。自己排在老三，上
有姐姐和哥哥，就自己小，父母的
计划里根本就不会有她，不是捡
来的又是怎么来的呢？或许，这
就是她多余的一个理由。爹娘从
来不亲她，不给她买新衣裳，都是
她捡姐姐的穿，仿佛姐姐永远有
穿不完的旧衣裳。有一次，三妮
儿实在忍无可忍，拒绝吃饭，爹娘
才买了块布，为她和姐姐套裁了
一件花衣裳。旧鞋袜呢，就更不
用说了，虽然姐姐勤换勤刷洗，脚
却长得很快。都是女孩子的鞋
袜，三妮儿不捡，谁捡呢？从某种
程度上说，三妮儿恨死姐姐了，把
旧衣裳、旧鞋袜都给她了。姐姐
却没心没肺，经常训她，让她干这
干那，若不听话，就让她坐在小板
凳上，不许她讲话，一句话都不许讲。

真是暗无天日，真是水深火
热。三妮儿不止一次想，总有一
天，自己要去找亲爹亲娘的，可

是，亲爹亲娘在哪里呢？他们是
谁呢？

其实，三妮儿不知道，人们是
和她开玩笑呢，她若真是捡来的，
人们就不开这种玩笑了。

三妮儿又一次绝食了，这一次
是因为爹和娘没给她买新鞋。姐姐
拿出一双旧运动鞋说：“三妮儿，你的
脚长得太快，穿我这双鞋正好。”

三妮儿一眼一眼地剜着姐
姐，很仇恨姐姐欺负她。

三妮儿说：“学校要开运动
会，别人都穿新运动鞋，就我没有！”

三妮儿才不要姐姐的旧鞋
呢。姐姐的旧鞋，穿在自己的脚
上，就算合脚，也是旧鞋啊。万一
不合脚呢，提拉提拉的，难受死了。

三妮儿不知道，家里根本就
没有钱给她买新鞋。爹和娘早就
想好了，三妮儿捡姐姐的旧鞋穿，
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这是一件
好事，不但可以省钱，还可以物尽
其用，有什么不好呢？

爹和娘坚持自己的主张，没
有给三妮儿买新鞋。

三妮儿决定绝食，给父母
看。她已经想好了，绝食三天，如
果爹和娘没有买鞋的迹象，她就
离家出走，到天涯海角去，到他们
找不到她的地方去。就算玩失踪
吧，谁让他们对自己不好呢？

想到爹和娘对自己不好，三
妮儿嘤嘤地哭了。

爹看到三妮儿在抹眼泪，就
软下心来，和娘商量，要不就给三
妮儿买一双新鞋？

娘的目光很硬。“钱呢？”娘问。

娘又说：“她绝食又不是一
次了，想绝就绝吧。”

爹在嘴里嘟哝着：“三妮儿
一天天大了，总要长成大姑娘的。”

娘却坚定地说：“不买，就是
不买！”

姐姐也央求娘：“娘，给三妮
儿买一双新鞋吧，她不能总捡我的。”

娘把眼睛一瞪说：“给她买
了，给不给你买？”

姐姐不吭气了。
三妮儿不知道这些。三妮儿

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默默地流泪。
终于，到了第三天傍晚。

三妮儿失踪了。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跑出去的。
爹急得直跺脚，让姐姐、哥哥

分头去找，爹自己也要出门去找。
娘冷冷地说：“找什么找？还真能
丢了？不饿她几天，她就不知道
天高地厚!”

姐姐和哥哥悄悄地溜出去找
她了。

娘说：“小孩子，没丢过，就不
会长大！”

爹对娘咆哮如雷：“我不管，
我要出去找三妮儿！”

天亮的时候，爹在很远的一
个垃圾箱旁，抱起了熟睡的三妮儿。

许多年过去了。爹和娘都成
了遗像里的照片，在墙上对着三
个孩子微笑。

三妮儿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真是女大十八变，原来很丑

很丑的三妮儿，漂亮得和姐姐一
模一样。

姐姐说：“三妮儿，你小时候，
真淘气，把我给你的衣裳都刮烂了。”

哥哥说：“你还玩绝食呢，让
我给你偷偷拿馍吃。”

三妮儿说：“我真的很想爹和
娘，一想起来二老，我就想哭。”

姐姐和哥哥都默不作声了。
他们清楚，只有三妮儿最争气，考
上了国家重点大学。

少女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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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猴不是件稀罕的事，动物园
里见过，也看过多次耍猴的场
景。猴子那些作揖、敬礼、骑自行
车等滑稽的动作，都是经过训练
出来的，有些做作，值不得一记。

猴子是以暴力成就霸主的物
种之一，其霸主地位的形成是极
其残忍的。

这在电视《动物世界》里演
过：猴群中，有想挑战猴王的，必
是雄性的强壮之猴。序幕一旦拉
开，就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
倘若是挑战者输了。即便不死，
也会被逐出猴群，成为孤苦伶仃
的流浪者；而猴王若是被战胜，情
景更惨。就在猴王被战胜的刹
那，会受到族群里所有猴子的攻
击，包括它昔日钟爱的嫔妃，都会
像打过街老鼠一样将它喊打致
死，一点余地都不留。说也奇怪，
在新旧猴王替代的瞬间，固有的
秩序自然恢复。新猴王由此便成
了一猴说了算的主。

在寓言故事《愚公移山》的诞
生地——河南省济源市，有一处
名叫五龙口的风景区。这里山势
险峻，林丛疏密有致，繁衍了数千
只野生猕猴。

秋末，山风微冷，我有幸在
此看到了野生猕猴发生的趣事。
趣事之一：风景区管理处有位名
望很高的猕猴保护者，好像姓匡，
与猴子接触多年，已成为猴子信
赖的朋友。只见他带领游客到了
一个较为平坦宽阔的地方，吹了
几声口哨，又叫了两遍，猴子便从
大山上飞奔而至，顷刻间聚来百
余只。其中一猴，满脸是伤，尾巴
高竖，踱着方步，被众猴簇拥着，

与众不同，显出王者风范。
游客们开始喂食，将玉米、花

生撒了一地，然而，只有高竖尾巴
的猴和一只皮毛发亮、体态娇小的
猴共同进餐，其余之猴皆看而不敢
食。风景区管理处的匡先生介绍：

“这只满脸伤痕、高竖尾巴的就是
新猴王，和它一起吃食的，是它新
纳的爱妃。爱妃可以与猴王共同
进餐。别的猴在猴王面前，连尾巴
都不敢翘，别说吃东西了。它们得
等猴王和猴妃吃饱了才能吃。”看
来，这猴子王国里的纪律还真严。

这时，一位绅士蹲下来，在
喂猴王和猴妃花生的同时，以手
轻抚猴妃脊背。猴王见状，醋意
大发，怒吼一声，冷不丁跃起，将
绅士扑倒，并顺势将其新西装撕
下一块，未等人们反应过来，已领
着猴妃撤了。众人先是被这突如
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后见绅士
无碍，便又哄堂大笑起来，笑那猴
王不仅不允许同类破坏规矩，也
不同意人类来破坏它们的规矩。

趣事之二：与猴合影，是五
龙口风景区的一个项目。与人合
影之猴，似乎是经过训练的，由风
景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牵着，按
顺序放在我们肩头一一拍了照。
然而，有两位却未拍成。一位是
女士，年轻貌美，身姿婀娜，内穿
一件粉红色衬衣。或许这是一只
公猴，当把它放在该女柔肩上时，
只见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搂

着美女的头，朝其媚脸猛亲三口，
直吓得美女“啊”的一声，向后趔
趄数步，再不敢与猴合影。另一
位是男士，脸黑牙黄，蛙眼凸鼓，
虽没有电影《巴黎圣母院》里的卡
西莫多丑陋，但的确不俊。当把
猴子放在他肩上时，那猴子瞟了
一眼，嫌其难看，用双手推其脸，
不与合影。任凭牵猴之人如何呵
斥，反复数次，终不配合。由此断
定，猴子也有与人相同的审美标准。

趣事之三：猴子有着极强的
报复心理。猴子不与其合影的那
位男士，被围观者哄笑之后，心里
郁闷，往前走着，见路边一猴正晒
暖挠痒痒，便飞起一脚，猛踢过
去。可是，人的动作再快，也不及
野生猴子灵敏。男士踢空的这一
脚，不想却遭到了那只猴子的记
恨。就在男士转身刚走几步的时
候，那猴子便跟了过来，一把夺过
男士腋下的公文包就往山上跑。
男士气得一边追，一边弯腰捡石
子砸，然而都无济于事。大山就
是猴子最好的表演舞台。眨眼的
工夫，那只猴子三窜两跳就到了
虽不很高、却酷似峭壁的地方。
那地方登山队员都难以攀爬，别
说普通游客了。

那猴端坐于上，拉开拉锁，
把包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我看
到有钢笔、本子以及卡状的东
西。只见那猴，拿起钢笔，用嘴咬
了两下，因未咬动，便将钢笔折为
两段，尔后撕本，并把碎纸抛向空
中，气人。据男士讲，公文包里有
银行卡、身份证、派克笔和本子等
物。因不和谐的一脚，导致此番
结果，这令那位男士极其懊悔。

老付庄和小付庄，位于中原区须水街道境内、
310 国道北侧，属须水街道管辖的两个自然村。
东与小李庄为邻，西与卅铺接壤。

明初，郑州知州苏琦忧患郑州地旷人稀，不易
守土，建议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往中州移民。朝廷
采纳了苏琦的建议，下诏从人口密集的山西往河
南移民，从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曾7次从山西洪洞
县大槐树下往河南移民。官府颁布优待条例：

“官给牛种，耕地作世业”，“近域地多荒废，召民
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免税三年”（见
中国通史简编 759 页），官府这一措施，使中州地
区人口、农业很快发展起来。故民间至今还流传

“问我始祖来何处？晋南洪洞大槐树。”辖区村庄
十有七八村民相传先祖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
迁来。

据村中付氏家族前辈口碑相传，在明朝时期，
有 3 户付姓先祖应诏，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
来，在郑州西郊须水镇西北 6 华里处跺墙筑舍定
居，子孙繁衍形成村庄，因村民皆姓付，故定村名
付庄。清雍正十年（1732）为耕种方便，有几家搬
迁往“张郭庄”村南定居，另立新村，因其从付庄
迁出，经协商，新村村名叫小付庄，原老村被称老
付庄。

张郭庄，原来村民只有张、郭两姓，张家系清
崇德四年（1639）由张河村迁来，郭家系清同治八
年（1869）由祥营村迁来，开始是在小李庄当长工，
日久就在此定居，故起村名叫张郭庄。小付庄付
姓人丁兴旺，村落发展与张郭庄相连成一片，小
付庄在郑州西郊名气渐大，久而久之，张郭庄村
名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统称小付庄。

多与少是矛盾的。人生的许多事情，有些需
要多，有些需要少，有时候需要少，有时候需要
多。绝不是一直需要多，或一直需要少。比如，人
吃多了不行，但吃太少了也不行，不吃更不行。人
吃多了要生病，而吃得太少了会营养不良。人在
物质上的追求也一样。过分追求物质，是一种贪
婪。人在物质上占有的东西越多，包袱越沉重，思
想进步就越少，精神往往越空虚，也势必越来越浮
躁。心胸越宽，朋友越多；而成见越多，朋友越
少。朋友越少，事业的平台就会越小，那就永远成
不了大器。多一个朋友，远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少
一个敌人，就会多一个朋友。欲求越少，精力越
好，智慧越多；欲求越多，精力越差，智慧越寡。正
确的思想多了，错误的思想就少；积极的思想多
了，消极的思想就少；进步的思想多了，落后的思
想就少；为他人想得多了，为自己想得就少。

多与少是相对的。多与少，或少与多，都只是
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时候，无论是多与
少，或少与多，又有其自然的发展规律。有些东
西，该多时就必须多；有些东西，该少时就必须少；
有些时候，多与少该平衡时就得平衡，不能失衡。
失衡了，就可能出事。就以人口问题男女比例上
来说，就非常需要相对地平衡。既不能男人太多，
女人太少了，也不能女人太多了，男人太少了，哪
一方面太多或太少了都会出问题，会给人类社会
带来极其不稳定的因素。

多与少是发展的。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或
在不同的位置上，所需要的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
的，多与少是需要相互转换的，不断发展的。比
如，人在贫穷的时候，就需要的物质财富多一些，
而到了富裕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文化和精神财
富了。不然，势必富了口袋，瘪了脑袋。比如，人
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多勤奋，多锻炼，多运动，多
学习，多探索，多实践，少懒惰，少享受，少久坐，少
贪玩，少浮躁，少空谈，少盲目，这样才能够获得真
正的知识，才能够为国家做出应有的奉献，才能够
大有作为。反之，就难有出色地成就。

人积少能够成多，积多也能够成少。比如学
习知识，你要想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就必然经过一
个由少积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说由少积多，人
们容易理解，讲由多到少，可能有些人容易糊涂。
在做学问上叫做厚积薄发。之所以不少名人名家
在一些隆重和庄严的场合，能够即席讲出让世人
长久铭记和怀念的短小精悍的名言名句来，就是
源于他们平时的刻苦学习和积累。由积少成多、
再到积多成少，表现的是一种聪明和智慧；只知道
积少成多，不知道积多成少，表现的则是一种糊涂
和愚昧。如今的社会越是发展进步得快，人们的
价值追求就势必日益多元多样多变。所以，无论
在思想观念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应该学会和应
用多与少的科学道理，从中受益。

大学毕业生蓝小雨，一介草
根。懵懂间进入报社成为一名广
告销售员，他顶住任务压力，凭借
苦干+巧干的精神，修炼成功销
售四大绝艺，两年成长为销售状

元。他年纪轻轻，曾独自签署
4000 万单笔合同，而首次雄心创
业，却负债累累，惨遭债主持刀登
门逼债。他决心赤手空拳重新打
天下，自学并转投室内装饰行业，

三年终于从谷底翻身，还清所有
债务赢得自由身。“跟顶级高手学
习”的强烈愿望促使蓝小雨加入
国内知名食品巨头 A 集团，凭借

“撵不走、踩不着、干不掉”的商业
小强精神，蓝小雨从基层起步，最
终在A集团管控广告、企划、工程
和设计 4 大部门，掌管数亿资
金。而再次创业的机遇已悄然来
临……

老付与小付
朱永忠

多与少
周广生

山野的树（国画） 李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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