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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冲进经理室的时候，费
正鹏正在煮一碗面条。他略微显
得有些老态龙钟地转过身来，凄
惨地笑了说，你们来了。请坐。
陈夏没有坐，只是拿一双眼睛紧
盯着费正鹏。她看到费正鹏将一
只汤勺子扔进了锅里。这时候荒
木惟才笃定地走了进来，他看到
有一扇窗已经打开，就笑了，你是
不是怕高所以没敢跳窗。

费 正 鹏 也 笑 了 ，说 我 不 怕
高。如果你们窗外没安排人，我
早就跳下去了。

费正鹏把一碗面条端了上
来，放在桌子上。这是一碗很辣
的面，面碗上升腾的热气里，充满
了辣椒的味道。费正鹏说，我放
了正宗的重庆辣椒，您尝尝。我
希望我不是被捕，而是投诚。费
正鹏边双手并举递上了一双筷子
边说，要是你觉得这碗面还合您
口味的话。

荒木惟没有接过筷子，费正
鹏只好微躬着腰就那么举着筷
子。荒木惟看到桌上有一本关于
针灸的书，他饶有兴致地翻看起
来，甚至和费正鹏讨论起中医
来。他知道奈良成片的森林里，

同样生长着各类草药。那天费正
鹏穿着长衫，轻轻挽起了一小截
袖子，还穿了一双布鞋，像一个老
学究的样子。他的脸容很温和，
如果讨论那些让人联想起山林田
野的草药，他变得兴致勃勃。荒
木惟后来说，戴笠真不该让你入
军统，你应该当一个郎中。

荒木惟说完，放下了那本针
灸书开始吃面条。他吃得很投
入，因为面条加了辣椒，所以他的
脑门上出现了细密的汗珠。费正
鹏说，您给句话。我这算是被捕，
还是投诚。

荒木惟仍然认真地吃着面条，
仿佛吃面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费正鹏又说，您不怕我下毒？
荒木惟努起嘴吹了吹面条的

热气，吃下一筷子面说，你不会。
费正鹏说，为什么不会。
荒木惟说，因为你想活下去。
费正鹏说，从哪儿能看出来。
荒木惟说，从你的眼神。眼

神从来不会说谎。
荒木惟吃完了面条，他将面

碗恋恋不舍地推开，用一块白手
帕擦了擦嘴角说，你说你希望是
投诚，那么投诚是需要见面礼的。

费正鹏说，投诚也是会开出
条件的。

荒木惟不说话，只是眯着眼
睛笑。他把手肘放在桌面上，身
子前倾，看上去是想要听费正鹏
怎么开条件。费正鹏说，一、我要
带走余小晚，二、我要一笔打入国
外账户的钱。

荒木惟说，你为什么要带走
余小晚。

费正鹏温和地说，因为我是
她的亲爹。你们之间的战争，谁
输谁赢都跟我没有关系，不过是
利益争夺。我也有我的利益，我
最大的利益，以前是庄秋水和余
小晚。现在是余小晚。费正鹏慢
慢地站了起来，他变得有些激动，
突然猛挥了一下手说，格老子的，
狗日的战争。

荒木惟平静地听着。他不知
道费正鹏身上有一块青布做成的
针包，包里装着长短不一的银
针。也不知道费正鹏一直在自己
身上试针，已经千疮百孔。他一
直都知道余小晚陷入了昏迷中，
但是他想救醒她。荒木惟后来慢
慢露出了笑容，说，要是中国人都
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费正鹏说，你什么意思。
荒木惟说，因为在你眼里，你

的民族和国家跟你关系不大。而
对我们来说，征服一个国家，首先
要征服这个国家人民的意志。谢
谢你的配合。

费正鹏也笑了，说，你要这么
认为，那你就错了。

荒木惟的笑容慢慢收了起

来，说，我要见，面，礼！
叁拾玖

荒木惟宴请陈山，他们面对
面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如果没
有桌上的一盘菜和两双筷子，这
样的场景很像是一种审讯。而桌
子中间唯一的一盘菜，是一道白
汤河豚鱼。陈夏和千田英子就站
在桌子边上，她们平静地望着窗
外。窗外秋天的风已经开始摇晃
一些树叶。荒木惟在这样轻微的
风声中开启了一场对话，他对着
陈山话里有话，句句紧逼。最后，
他让厨师端上来一份河豚鱼肝，
放在了陈山的面前。陈夏和千田
英子的脸色随即有了变化。陈山
看到了陈夏复杂的眼神，他十分
清楚，这份鱼肝有毒。

陈山先是吃了河豚。荒木惟
说，鱼肝也不错。

陈山抹了一下嘴巴，他把身上
的手枪抽出来，放在了荒木惟面前。

荒木惟打开保险拉动枪栓，
子弹上膛，对准了陈山的额头。
陈山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枪
口，陈夏和千田英子异口同声地
说，科长。荒木惟说，闭嘴。陈夏
和千田英子就闭上了嘴。接着荒

木惟慢慢地笑了，他把手枪放在
桌面上，重新推移到陈山面前，
说，你上了张离的当。她当初选
择和你私奔，你就必然付出代
价。去！马上出发，抓张离！

那天陈夏望着陈山远去的背
影。陈山的步子迈得异常沉重，边
走边把手枪关上保险插回了腰
间。张离无疑已经暴露了，荒木惟
告诉陈山，张离此刻就在西郊钱时
英的坟场。在二楼的窗口，荒木惟
和陈夏站在窗边。荒木惟看着陈
山带着刘芬芳和另外两名特工一
起上了一辆汽车。荒木惟对陈夏
说，你小哥哥被你嫂子骗了。

陈夏说，从小到大，我小哥哥
就容易被人骗。

荒木惟转过身，把两只手搭
在陈夏的肩上说：不要小瞧你小
哥哥，也许是我被他骗了。但是
我不会骗你，一辈子都不会。

上海的冬天进行得如火如荼
了。陈山走向墓地的时候，已经
是冰凉的黄昏。一群老鸦披着黑
色的外衣，在枝头有气无力地叫
了几声。远远的夕阳斜斜地打湿
了向四处漫延生长的苍凉的荒
草。陈山就踩着这样的苍凉一步

步走向张离。张离穿着一件深蓝
色风衣，她一直站在钱时英的墓
前，像另一株修长的草。陈山走
到她的身后，然后站在她的背后
看着她的背影。他主要是看着她
的头发，当她回转身的时候，看到
了陈山，也看到了远处一棵孤独
的树下站着的刘芬芳和两名梅机
关特工。张离平静地说，出事了？

陈山点点头说，我得带走你！
张离的眼泪流了下来，不停

地点着头说，你是对的！
陈山说，荒木惟一定有大批

人马包围了这里。也许每一片树
叶后面都已经隐藏了一个枪口，
如果我不带你走，我们都得死！

你必须活下去！
对。因为我要尽快找到秋

刀鱼计划。
张离说，你亲口再告诉我一

次，情报应该送往哪儿？
陈深说，延安。
张 离 眼 圈 红 了 ：你 成 熟

了。我真高兴。但是我想死，我
怕我挨不住大刑，我怕疼。你把
我尸体带回去交差，然
后，战斗！记住，你的阵
营是延安。 27

连连 载载

♣ 王晓静

故乡的指甲花

天气一天天地热起来，我不由得想
到了家乡的绿豆凉粉。

人在夏天最没胃口，饥肠辘辘却什
么都难以下肚，若是来上一碗家乡的凉
粉，萎靡败坏的食欲突然之间就会提起
神来。凉粉的身份是双重的，是食品，
也是饮料，吃凉粉不是“吃”，是“喝”，喝
凉粉时只感觉到一股清凉在食道里穿
行，在五脏六腑里渗透，在毛孔里散发，
盘踞在体内的燥热如秋风扫落叶一样
被横扫出门，感觉极其舒帖；在夏天能
隔三岔五地喝上一小碗凉粉，该是多么
幸福和惬意。

秀色可餐，凉粉的色泽非常柔和，
就像遇到了某种目光，让人能够感觉到
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来。切开凉粉的一
瞬间，它微微地颤动，撩拨得心都忍不
住地颤动。切成一条条的凉粉更加晶
莹剔透，似乎就是一条条的精美玉石；
面对着这样的一碗凉粉，怎能不怦然心
动，不垂涎欲滴？我总觉得喝凉粉很被
动，不知道嘴是怎样张开的，一条条的
凉粉似乎变成了某种神奇的虫子，来不
及咀嚼，它们便争先恐后地、嗖嗖地钻
进了肚里，然后四处奔散开来。调料也
极其简单平常：醋、蒜汁、少许香油，组合
从不改变；简单的平常的，可能也最耐
品，最耐久远。

喝凉粉适宜快速，更适宜慢慢享

用，慢慢体验它在体内的快感。凉粉可
以凉着吃，也可以炒了吃，又是另一番
风味。

我起初根本不知道凉粉是用什么
做的，知道后不相信凉粉就是用豆类做
的，豆类都有一个共同的性征：粗糙，所
以豆类几乎不用来做面，而凉粉是何等
的细腻滑爽，一点也不亚于果冻；任何
一个事物都没有不被打造出精品，或者
更好的可能，不能，是因为功夫不到，修
炼不够。一个人一生根本不需要做那
么多的事情，做不了、也做不好，“家有良
亩千顷，不如薄技在身”，事实上很多人
一辈子从没有专注地做一件事，做好一
件事。我们真的该感谢第一个做出凉
粉的那个人，他不仅给后人留下一种美
味，也留下了一种人生态度。

从前很少花钱喝凉粉，花钱喝凉粉
是很奢侈的，喝凉粉大都是自给自足。

做凉粉没有磨豆腐那样大的排场和动
静，但程序一点也不减少，都要经过浸
泡、打磨、掉渣、沉淀、烧煮等过程。欢喜
的气氛则更胜一筹，全家出动，似乎是
一个盛大的节日。平日里大人小孩都
馋巴巴的，现在终于可以饱尝美味了，
吃时谁都不说话，只管呼噜呼噜地扒。
吃完了孩子仰着下巴问什么时间还做，
大人说明天，孩子信以为真，满脸期待。

不需要等到真正的夏天到来，在麦
黄梢时凉粉摊儿就在家乡的街头巷尾上
出现了。看不出火爆，只是零星地坐着
几个人，零星地走了，再三三两两地来；
细心的人才能看到小贩的脚旁空的凉粉
盆子摞了好几个，只有小摊主人才知道
自己的口袋是多么的殷实，内心是多么
的满足。有些人总是牵挂人，从不私自
吃东西，自己吃了也不忘家人，他喝了一
碗凉粉走的时候再给家人带两份儿。

凉粉摊儿无关紧要，可以忽略，有
时却那样的重要和突出，因为他肩负着
叮嘱，村里的某位老人想吃凉粉，自己
上街又不方便；他一口应承了下来。他
也爱喝凉粉，本来是忘了的，是老人提
醒了他，他先老人喝了凉粉，捎带变成
了顺便。也或是一个危重病人，多天就
没有好好进食了，每问他想吃啥，他想
了很久总是摇摇头；有那么一天，病人
突然主动地提出来要吃凉粉，什么事情
都可以忘掉，唯独凉粉不可以，很可能，
喝了凉粉的病人由此慢慢地康复起来，
也很有可能，病人由此安详地离去。

县城的老街口有一个凉粉摊儿，我
曾经常在那里喝凉粉，陌生而又相当熟
悉。我上学时它在，没想到很多年后的
今天它依然在，主人竟然也没变，我已
不是那个风华正茂、心比天高的少年，
他的脸上也爬满了岁月的心事，周围环
境已经面目全非，高楼林立，但我一眼
还能认定是他。他不知道他是一种风
景，这种风景的厚重悠远而又沧桑鲜
活；他不知道他已经刻入一个人的记
忆，这种记忆的温暖感动、闪亮真切；他
也不知道那次我们的相见，是故人见到
故人，我和他的那次攀谈，是一种情不
自禁的倾诉，我喝他的那碗凉粉，不只
是乡愁，更是一种久经风霜、漂泊困顿
后的一种宁静。

凉 粉
♣ 汪天钊

知味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走进了双槐
树遗址。说实话，之前笔者对遗址之类
的地方不感兴趣，一是没有专业知识做
支撑，它们对我有点对牛弹琴；二是觉
得枯燥乏味，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
但是，当我来到双槐树遗址后，感到自
己真的是孤陋寡闻了，也为自己的错误
观点羞愧或者说是自责，不是因为双槐
树遗址距今大约5000多年，属于仰韶
文化中晚期，遗址面积达到110万平方
米，在郑州范围内的仰韶遗址中面积最
大，也不是因为双槐树遗址就在我的家
乡巩义，而是因为在这里，我真正接触
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佐证。

双槐树遗址位于巩义花地嘴遗址
的对面，附近还有天中书院、河洛书院，
历史上是人文荟萃之地。曾有文献密集
地记载，说此地是黄帝修坛、大禹得赐之
地，堪称中华文明的盛地，包括周围三平
方公里的基岩，黄河和洛河在此交汇，有
诸多遗迹出现。在此勘探的负责人张吉
钦老师介绍说，在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
发现这个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居然还有
着超强的防御功能，三重巨大的环壕将

这个遗址团团围住。这三重环壕，工程规
模十分庞大，考古人员按照其墓葬区中
埋葬的人数推断，遗址内的人根本无法
完成如此大的工程量，极有可能是周边
部落帮助完成的，从而也说明双槐树遗
址或许是当时的一个中心部落。

站在双槐树遗址的制高点，北望，
是浩浩荡荡的黄河、洛河；南望，从西到
东是绵延不绝、相互交错的邙山、青龙
山、嵩山等诸山脉。如果再仔细观察的
话，会发现是这些山脉组成了两条蜿蜒
的龙，尾部缠绕，龙头一律伏在黄河岸
边，像是在畅饮河水。张吉钦老师告诉
我，曾有风水大师讲，“来龙去脉”在这里
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西边是“来龙”，东边
是“去脉”。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太阳从东
边那条龙后升起，落在西边那条龙后
……看着周围的地形地貌，不由得使人
感叹，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居住在
这样的风水宝地，乃至形成了后来的堪
舆学、风水学等，并且至今还在运用。

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与同时期遗址
的相比也十分特殊，它的墓葬区由北至
南分为九排，每排之间相距15米左右，

这显然是经过人为严格的规划，而不是
杂乱无章的进行埋葬。在展厅，看到了该
遗址出土的常见器形盆、罐、鼎、豆、钵、
小口尖底瓶等。其中还有多件仰韶文化
晚期完整的精美彩陶，器物较其他遗址
同类器形制大、规格高，说明双槐树遗址
在当时占据的重要地位。令我惊诧的是
出土的那枚制作精美的骨针——骨针跟
今天的针相差无几，针鼻完好，针尖锋
芒闪烁。那一刻我在想，5000年前我们
的祖先是拿它来缝制兽皮兽衣吗？

在展厅里，我看到了据说震惊世界
的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兽牙“蚕雕”的照
片——“蚕雕”已被国家相关机构收藏。
从照片上，用野猪的獠牙做成的“蚕雕”
造型准确，做工精致，腹足、胸足、头部
组合明晰，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考
古专家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写实主义风
格的家蚕形象，它的发现证明中国作为
世界上最早的“养蚕治丝”的国家至少
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同时也为寻
找丝绸之路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已经保护起来的灰坑里，我看到
不少裸露出来的人体和马、猪的骨骸。

我还发现，不少横躺在地上类似水缸的
陶器，一头尖尖的，另一头堵塞着。这是
干什么用的？张吉钦老师似乎知道我的
心思，介绍说，这些猪都是家猪，从墓相
来看，应该主要是用于祭祀和陪葬的。这
些倒着的陶器是瓮棺，就是处理夭折的
小孩的。我再次被震撼了！从影视剧中，
我得知古代不少埋葬夭折的孩子都是用
草席或衣服裹起来。想不到，在5000多
年前，我们的祖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
慰逝去的生命的，这不但体现了人们对
生命的尊重，更是一个文明的象征。

那么当年在这里生活的主人到底
是哪位呢？考古专家们分析，双槐树遗
址种种特殊的遗迹现象表明，这里生活
的主人有可能是黄帝。郑州自古以来就
被记载为黄帝故里，并且黄帝生活的年
代也被证实为仰韶文化时期，因此对于
规模巨大、又拥有超强防御功能的双槐
树遗址来说，这个推断或许成立。

目前，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面积只有
3000平方米，还只是冰山一角，有关双
槐树遗址的秘密还有哪些呢？考古专家
将为我们一一揭开。

♣ 侯发山

郑州地理 双槐树遗址

黄爱东西将时光刻印在她生
活里的人、情、物、事倾注于文字，
不做宣告，更无劝解，只以最自在
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
态度。该书中有买菜、做饭，讲述
寻常日子的“生活基本款”，我们从
作者自在不羁的笔下得以感受老
城的日常气息，逛茶餐厅，品粤菜
馆，仿佛走至街边巷里，领略属于
南国的妖娆风情。“夏夜花事”则是
作者的肺腑真情在不经意间地舒
展呈现，凡人我辈，每一天都是余
生，要好好过。尾篇“一个人的城”
用人人心目中的那张城市地图，可
以交叠，但绝无雷同的讲述，延伸

出人们在某个地方久处之下的归
属感。该书延续作家黄爱东西一
贯的鬼马风格，不倾诉不渲染不难
过，用她烂漫而清醒的文字讲她要
说的话，想说的话。既然尚未出
世，就无惧余生，世人都喜欢看到
最美的焰火，干脆漂亮地凌空跃
起，炫目绽放。

有些话，非要用文字兜兜转转
地写下来或者看到，才最终踏实。
有些话，只能白纸黑字地看。作家
黄爱东西将时光刻印在她生活里
的人、情、物、事倾注于文字，浪漫
而清醒地为我们解开有关生活的
真相、幸福的真相、岁月的真相。

《夏夜花事》
用文字解开生活真相

♣ 凤 凰

新书架

山亭夏日山亭夏日（（书法书法）） 李优良李优良

夏天的村落，浓荫匝地，是蝉鸣
的摇篮。梳着小辫的我，常常和邻
居小兰像一阵不羁的夏风一样，奔
跑在斑驳的巷陌里。可每到黄昏晚
饭后，指甲花的馨香都会牵引着我
们溜回我家的小院。

那些美丽的指甲花，在余晖的
映射下，翠碧的枝叶上擎着娇红的
花朵，一朵朵嫩得像要淌出朱红的
汁液，我三下五除二摘了半小碗的
花，一扭头，那边小兰也已摘好了豆
角叶，笑盈盈地等着我。偷扯一根
奶奶的棉线，我俩便坐在葡萄架下
包起指甲来。

先是在花朵里加些明矾，用蒜
臼子里的槌子把花朵捣碎，然后将
这饱含着汁液的花泥都堆在指甲
上，将心形的豆角叶两张叠放，把花
泥包好后用棉线缠好。接下来就不
能动了，一动，叶套就会歪掉，那些
花泥就会染在指头上。奶奶总是笑
骂道，这俩野丫头，就顾着臭美，啥
忙也给我帮不了。我俩手不能动，
嘴却停不下来，叽里呱啦地聊着天，
偶尔把奶奶喊过来给我们“讲瞎
话”，乡村的“瞎话”里总是藏着无数
的妖狐鬼魅，奶奶苍老的声音和着
夜风，在耳边弥漫出一片奇幻的秘
境。一树梧桐在月光里筛下稀疏的
暗影，虫鸣的声音一粒粒落在耳朵
里，心情沉淀得通透明澈，不知谁家
院里的一缕花香被风送来，缱绻着
夏夜的味道，就这样睡意慢慢地便
袭来了。第二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
是忙不迭地取掉叶套，只见指甲都
变得鲜红润泽，像红玛瑙似的。

后来长大后在书页间邂逅了指
甲花，才知道它还有很多别名。因
它在枝丫间开花，头、翅、尾、足都翘
然，形如飞凤，所以还叫凤仙花、金
凤，民间有俗语“七月凤仙七月凉，
织女鹊桥会牛郎”。但因它生命力
顽强，随处易得，古人便把它看得卑
贱，把她喻为“菊婢”。连李笠翁也
在《闲情偶寄》里写道：“凤仙极贱之
花，只宜点缀篱落。”

花草无语，可人心有向，相比那
些高贵难养的花，指甲花更以它的
亲切实用赢得闺中女子们的喜爱。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太医来给晴
雯看病。晴雯从幔帐中伸出手，手
上两枚指甲还有金凤仙花染过的红
痕。《广群芳谱》中说：“女子采红花，
同白矾捣烂，先以蒜擦指甲，以花傅
上，叶包裹，次日红鲜可爱，数月不
退。”可见这抹芬芳从古代就一直萦
绕在女子们的指尖。

指甲花不仅可以染指甲，还能
治灰指甲、甲沟炎，有活血化瘀、利
尿解毒、通经透骨之功效。著名的
印度身体彩绘，也是用它来染色
的。现在的它已摇身成为美发店的
新宠，用指甲花粉染出的头发色泽
均匀，持久不褪，而且是纯植物不伤
发。看似卑微的指甲花却全身是
宝，甘愿被榨成汁、碾成粉，默默地
成为人们指尖、发间流转的艳丽。

它就这样自由地生长在清风朗
月下，不择贫富，随处安家。它的果
实很有趣，如小毛桃般倒挂着，你若
轻触，便会突然爆裂开，花籽射向四
方。我总觉得那籽荚的爆炸像是它
可爱的一点机心，像娇羞的女孩做
恶作剧吓你一跳，而你不舍得埋怨
她，只会无奈地一笑，而这宽容的一
笑里，聪慧的指甲花也已完成了它
播种的神圣历程了。

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到处都
是美甲店，他们可以在指甲上绘出各
种艳丽的花卉，可是，我还是想念那
个小院和十指鲜红的蔻丹，指甲花带
着它清新质朴的乡野之气在梦里和
我重逢，忽然发觉，已离家太远了。

梦回故乡

人生讲义

♣ 周振国

学会不习惯

莎士比亚有句话：“人，全凭习惯。”话说
得有点绝对，但无疑大家都是很受用自己习
惯的，“讨饭三年懒做官”，怕说的也是这个
理儿。但社会不断进步，文明不断发展，世
界千姿百态，生活丰富多彩，人应该多尝试
不习惯、学会不习惯。

譬如说，旅游现在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
部分，国内或国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满眼
都是新鲜，但且慢，你得“入国问禁，入乡问
俗。”否则由着自己的习惯，便可能犯禁犯忌
闹不愉快。旅游之乐，美景美食，可如果总
守着“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习惯，这也碰
不得那也尝不惯，岂不白白辜负了口福？花
钱旅游的意义也折去一半。事实上，入乡随
俗随遇而安是快乐出行的要诀之一。

再譬如，手机本来是用来为人服务的。
但现在很多人却成了手机的奴隶，手机和人
到底谁玩谁真是傻傻说不清，反正彼此如胶
似漆中昼夜黏糊永难分离。六一节前夕，中
科院 17名院士联名呼吁，让儿童节成为“无
网游日”。“无网游”当然包括无手机网游，别
说不习惯，学会放下手机解放自己，拥抱生
活，多陪家人和孩子，同时以身示范，培养孩
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老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如果你信
这个，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恐怕诸事不便，譬
如一些停车场只接受移动付款，乘高铁或
航班出行，如果你不习惯网上购票，也注定
是个事儿；即便是看病，如果你不习惯网上
预约挂号，想看个专家或名医什么的，怕也
是难啊。其实老话还说：“活到老，学到
老。”而在这方面，“三钱”之一、著名教育家
和社会活动家、上海大学前校长钱伟长先
生是我们的楷模。钱老 36岁学力学、44岁
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64岁学计算机，
90 多岁高龄时，他还表示：“晚上 9 点以后
是我的自学时间。”

其实，从呱呱坠地开始，人这一生是从不
习惯开始的。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因为不习
惯，哭着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哭着
被断了奶，哭着上幼儿园……一次次不习惯，
一次次成长进步。再往大里说，人类之所以
能在生物进化中胜出，拥有“两手和大脑”，
正是从直立行走开始，在漫长的“不习惯
——习惯——不习惯”的过程中，主动顺应
了大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从
而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再走向更高级。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进步，都
是摒弃旧习惯、学会新习惯的过程，也是克
服不良习惯、培养优良习惯的过程。

雄鸡一唱天下白（国画） 李尚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