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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者，牛肉也。大碗者，碗大
也。此为兰州牛肉面的一个俗称。
一听这名儿，你就知道兰州牛肉面的

“海量”。
我吃第一碗牛肉面时已是十三四

岁的少年。那时，家里经济情况也算
拮据，我们很少有零花钱，就算有一
点，也被馋嘴的我们买了冰棍。一天
早上，我和父亲没在家吃早饭，一起出
门，进了街角的一家饭馆。他买了两
碗面，我们一人一碗。那时我还不知
道它叫牛肉面，总之很香，很好吃。

参加工作后，牛肉面成了我的早
餐。牛肉面其实是很多兰州人的早
餐。很多人集中吃饭，牛肉面馆“不
堪重负”，只见马路上蹲的，道牙子上
坐的，树旁边靠的，全是吃牛肉面的
人，一人一个大碗。大碗底子厚，端
着不烫手。大家伙儿吃完，把碗往地
上一放，抹嘴走人。放在地上多不文
明，多没礼貌？没法子，你是吃完了，
人家还排着队呢，队都排到大街上
了，根本进不去。

不是一家牛肉面馆的景象。家
家如此。尤其是那些老字号、口碑好
的面馆，你想吃一碗面，不熬着性子
排半天队，没门。

牛肉面真有那么好吃？
牛肉面馆的伙计们凌晨就开始

炖牛肉，一口大锅，将洗净的牛肉、牛
骨头整块放入，大火煮，中火熬，到早
上 6点时，肉烂了，骨髓熬出来了，就
见那锅口，冒着热气，汤上，飘着油
花，老远，就闻到熟牛肉的香，沁人心
脾。牛肉面的汤，便非面汤，也非其
他汤，更不是添加剂兑的汤，就是牛
肉汤。所以，兰州人吃牛肉面讲究

“早”，最好是第一碗。为啥？你能看
见牛肉和牛骨头还在汤里炖着，那
汤，原汁原味，说有多香就有多香。
而后，原汤越来越少，滋味越来越

“淡”，不过你放心，仍然是牛肉汤。
兰州人常年吃，嘴刁，谁家味道好就
吃谁家的，谁也不敢糊弄食客，谁敢
砸自家的牌子？

牛肉面的香，还包括辣椒油。要
是吃牛肉面不放油泼辣子，旁人都鄙
视你。有的人要一勺，有的人要两
勺，有的人要三勺。三勺盖在面上，
红彤彤一片。汤的香，辣子的香，蒜
苗的香，香菜的香，萝卜片的香，面的
香，调料的香，醋的香，混杂在一起，
演绎出兰州牛肉面万种风情。你若
以为，如此“鱼龙混杂”的面，还怎么
吃，就算那汤，怕早就成了糊糊——
兰州牛肉面又叫清汤牛肉面，一碗
面，要“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所
谓一清，汤要清；所谓二白，萝卜片要
白；所谓三红，辣椒要红；所谓四绿，
香菜和蒜苗要绿，要翠；所谓五黄，面
条要黄，要亮。

还有一样，天下妇孺皆知——兰
州牛肉面用的不是机器面，更不是挂

面，是师傅现场用手拉面。一个面团
在师傅手里变戏法似的，要毛细有毛
细，要三细有三细，要二细有二细，要
细的有细的，还有韭叶子，宽的，大
宽。外地人兴冲冲地进了面馆，若
喊：师傅，来一碗面！师傅不搭理
你。你得先想好吃什么规格的。若
师傅想戏弄你，问：荞麦棱行不？你
点了头，可就要哭了——荞麦棱可不
是一般人能吃动的，一根面，有筷子
那么粗。

后厨里，还有一个角色，也非常
重要，就是给你递面的人。一般是年
轻后生，长得格外精干。他给你捞
面，舀汤，放肉，抓蒜苗，点香菜，泼辣
子油，一连串动作，“歘歘歘歘”，蜻蜓
点水，干净利落。慢点不行吗？一碗
接一碗，慢不得。这个“角儿”还有一
个任务，就是“唱面”——食客排队，
有先有后；点面规格，有粗有细，不能
一次只收一张，一次收好几张，七八
张，但张张不能错，顺序也不能错，因
为“张冠李戴”的面，没人要。我每去
吃面，都要多看这个“角儿”几眼。

的确壮观，每天清晨，几十万甚至
上百万人同吃一碗面——牛肉面靠一
代代兰州人用舌尖挑起，一挑上百年。

♣ 许 锋

兰州牛大碗

♣ 程应峰

在浩瀚无边的冷寂里
聊斋闲品

♣ 袁文良

冬至入诗情更浓

不知不觉中，我们迎来了二十
四节气中的冬至。冬至，不仅是个
节气，而且是我国民间的一个传统
节日，与春节、端午、中秋并列为“民
间四大节”。据史料显示，先人们早
在春秋时期就用土圭测定出了冬至
日，当时人们认为冬至日是个吉日，
便将其作为一年的开始，逐渐演变
为民间的一大节日。在数千年的发
展演变过程中，有无数的文人墨客，
将冬至节写入了诗词之中，极大地
丰富了我国奋勉的文学宝库，今日
读来也会有浓浓的情谊。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外为
官时，恰有一年冬至外出夜宿邯
郸。而当时的邯郸也可算是一个
大都市，节日的夜晚也是十分热闹
的，而诗人远离故土，便将想家思
乡之情凝于笔尖，留下一首《邯郸
冬至夜思家》一诗：“邯郸驿里逢冬
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
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四句明
白浅易、通俗自然的语句中，既有
具体事情的回忆，又有具体场景的
描写，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沉静
心情。而仔细品之，不但感受不到
冬至日的天气寒冷，反而可以感受
到诗人内心的清暖与悠静。

唐代另一著名诗人杜甫有一
年冬至前后一直在外奔波，眼见了
冬至节前后的天气、自然变化，便
写下了《小至》一诗：“天时人事日
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
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
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
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全
诗入笔自然，如歌如画地描述了冬
至前后的时令变化，叙事、写景、抒
感，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描写
中，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
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山上
梅花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
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尤其是最
后两句，描写了诗人由景物勾起的
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足以让人感
受到诗人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

北宋的著名文学家苏轼担任
杭州通判时，于冬至之日到吉祥寺
牡丹园游赏，见寺内众僧人及游客
面对只剩下株株秃枝的千株牡丹，
一个个仍是满面春风，深受感染，
欢快之余有感而发写下了这《冬至
日独游吉祥寺》：“井底微阳回未
回，萧萧寒雨湿枯荄；何人更似苏
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短短四
句，既写实性地描绘了吉祥寺冬季
的怆然景色，又绘画般地记述了游
客的浓郁游兴，犹如在读者面前勾
画了一幅游冬图。今日再读此诗，
站在时光的隧道中回望那时吉祥
寺内牡丹园畔的诗人侧影，那位童
真童趣、傲岸旷达的苏老夫子仿佛
正在我们眼前漫步。

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范成
大，则作有一则《满江红·冬至》：

“寒谷春生，熏叶气、玉筒吹谷。新
阳后、便占新岁，吉云清穆。休把
心情关药裹，但逢节序添诗轴。笑
强颜、风物岂非痴，终非俗；清昼
永，佳眠熟。门外事，何时足。且
团栾同社，笑歌相属。著意调停云
露酿，从头检举梅花曲。纵不能、
将醉作生涯，休拘束。”作者开篇以
凝练、传神的修辞手法对冬至时的
寻常景色进行了描绘，将冬至时的
寻常景色徐徐展现于读者面前，接
着便以蜻蜓点水般的笔法自然启
承下句，显得极为自然、质朴，而且
饱含真情。收笔之时，则采取以景
移情、移情换景的方式充分表达出
自己乐享生活的思想感情，表现得
极为坦然、真挚而又明朗。

唯有牡丹真国色唯有牡丹真国色（（国画国画）） 马新跃马新跃

人生讲义

♣ 王小渠

成长如蜕

和声（漫画） 冯 博

严谨生日当晚，发小许志
群为他安排了一个“特别节
目”……次日酒醒后，严谨尴
尬无比的逃离现场，没想到就
在这最狼狈的时候，遇到了人
生中最心仪的女孩——季晓
鸥。严谨开始疯狂追求季晓
鸥，其间偶遇麻烦缠身的湛
羽，发现湛羽就是生日当晚

“特别节目”里的主角“KK”。
严谨了解到湛羽不堪的真实
生活，心生不忍。就在他向湛
羽伸出援手时，却被牵连进一
桩“碎尸案”，成了嫌疑人。季
晓鸥和严谨的好哥们儿程敏

睿一起追查真相，真凶最终落
网，但严谨、季晓鸥和湛羽，也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舒 仪 用 超 现 实 的 笔 触 ，
描写了一对率真、独立、富有
正义感的男女主人公，以及
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恋故事。
情节发展串联起地下生意、
网络暴力、普通人对富二代
的偏见、贫穷导致人性扭曲
等众多社会现象，跌宕起伏
的情节演变，让二人的命运
越缠越紧。为读者营造出代
入式的宿命感，引发强烈的
情感共鸣。

《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
♣ 田 果

新书架

史海钩沉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千座山
上没有飞鸟的影子，一万条道上没有
人的踪迹。唯有江上一只小船，那个
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老翁，在江上，
在浩瀚无边的冷寂里，独自垂钓。这
首《江雪》，是唐代诗人柳宗元所作。

公元 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
长安。4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
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
对知识产生了强烈兴趣。柳宗元幼年
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
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有所感
受。9岁时，便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
年，为避战乱他来到父亲的任所夏
口。12岁，柳宗元亲历了藩镇割据的
战火。公元 785年，其父柳镇到江西
做官。柳宗元相随宦游，接触社会，增
长见识，参与社交，结友纳朋，为人赏
识。父亲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社
会现实了解较深，养成了积极用世的
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
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柳宗元后来“统
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元 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
及第，声名突起。不久，其父柳镇去
世，柳宗元在家守丧。其后几年，他
经历着底层官宦磨砺，才气超群，治

理能力凸显，不断地得到擢拔重用。
公元803年 10月，柳宗元被调回

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从此，游弋
于官场上层人物中，对政治的黑暗和
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
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重要人
物。公元805年初，顺宗即位，重用王
伾、王叔文等人。由于柳宗元与王叔文
等政见相同，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
管礼仪、享祭和贡举。王叔文等掌管朝
政后，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也就是永贞革新。抑制藩镇
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
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贬
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
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试图收回在
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

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期，顺宗一病
不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及朝臣联
合外藩，立广陵郡王李纯为太子，反对
改革，向顺宗施加压力，王叔文被削翰
林学士一职。其后，宦官及大臣请太
子监国。恰在此时，王叔文因母丧回
家守丧。如此一来，顺宗被迫禅让帝
位给太子李纯，宪宗即位。永贞革新
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一首《江雪》，不带一点人间烟火
气，笔意生峭，骨力豪上，句格天成，

堪为绝唱。这正是柳宗元在永贞革
新失败，被贬到永州之后，寄居在龙
兴寺西厢里，怀着幽愤的心情写就
的。世态寒冷，宦情孤冷，如钓寒江
之鱼，终无所得，诗人意在自寓，意在
借山水景物抒写自己在政治上的失
意情怀。是的，柳宗元钓的不是鱼，
是孤寂，是浩瀚无边、凄清无奈的人
生况味。

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柳宗元的
诗文，也成就了属于他的独特的人生
气象。且不说《永州八记》，单就《捕蛇
者说》、《黔之驴》及派生的成语“黔驴
技穷”等，已是尽人皆知，千古传诵。

柳宗元颇具哲学思维，反对天
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
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还
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用朴素唯物主义观解说“天人之际”
即天和人的关系。柳宗元认为整个
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
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
立场，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
出过调和的解说。

柳宗元崇尚佛学，认为“佛之道，
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
者，则思入焉。”被贬永州后，他“自肆

于山水间”，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
排解心中的郁结。他虽好佛，但依然
重儒家思想，同他父亲一样，对待人
生，态度是积极执着。他始终具有

“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
灭之声”的怀抱。

柳宗元的婚姻也很不幸。在其父
柳镇去世三年后，柳宗元娶杨氏女。
柳母曾说:“自吾得新妇，增一孝女。”
柳宗元呢，与杨氏感情融洽，相敬相
爱。只是，结婚没到三年，杨氏怀孕难
产，23岁就辞世。对妻子的死，他哀
痛不已，发愿要“之死同穴”。这种丧
妻之情一直伴随柳宗元一生。自杨氏
死至永贞年，六年间柳宗元没有续娶，
后来遭贬到死也没再正式婚配。

虽然柳宗元一生孤独无依，茕茕
孑立，但他始终是个积极入世的人，就
算是从永州再贬柳州后，也不放弃不
抛弃，释放奴婢，兴办学堂，开凿水井，
开荒建设，植树造林，整治街巷，修筑
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可以说，柳宗元是个才华横溢的
人，是个情深义重的人，是个内心强
大的人，是个愿意为苍生担责造福的
人。就柳宗元而言，就算身陷浩瀚无
边的冷寂里，也定然是一个可以孤
独但绝不可以庸俗的人。

知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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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到心里头有东西像冰块在
太阳下渐渐融化，旅行增进了解。
也许正是带朱晧回家看看的时候。
她想，我还从没干过带一个男人回
乡下这样的事情。父亲死后她一直
没去过农场，家里连提都不许提
起。她记得那里大片的荷花、桃
树、芦苇，湖泊里停着捕鱼的小
舟，白鸟落在船篷上。她还记得有
棵巨大的柚子树，柚子大得像南
瓜。所有的人都喜欢逗她玩耍，不
仅仅因为她是场长的满女，而是她
对谁都笑谁都可以抱。

晚饭后，初秀穿着吊裙趿着
人字拖鞋手里拿着纸扇给这个扇
扇那个扇扇。这时候她比较安
静，有点晚辈的样子，谁说话她
就睁着眼睛看谁，没人问话她绝
不张嘴，说得不对她也不插话解
释或反驳，像一个听话的三岁好
孩子。仔细看她的眼神，就知道
她是个局外人沉浸在自己的事情
里，或者什么都没想只等这些婆
婆妈妈的讨论赶紧结束完事。

家庭会议由王阳冥主持，他
穿着对襟唐装，脖子和手腕上戴
着紫檀木珠，说话时摘下手上的
串珠，用拇指一颗颗拨动像在念

经，檀木珠子啪啪直响
来宝缺席，我们现在不晓得他

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
回来，当然他在不在都一样。娘现
在连人都不认得了，初秀现在这种
情况，等不了来宝回来，等不了娘
清醒。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来
商量看，怎么妥善地解决问题。初
玉的态度是拿掉，但不管拿不拿
掉，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比较一
下，哪一种办法最为妥当。

落地风扇的页片忽然刮出一
阵响声，接着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不再转动，热空气涌了过来。

王阳冥使劲拍了它几巴掌，
风扇又转了起来。这是暗示事情
不会往好的方向去。他懂得许多
事物间的神秘关联。他拧紧眉头
盯着风扇，好像在较什么劲。

“我先说点想法吧。”初云说
道，我只晓得那是一条命，他现在
正张着耳朵听我们谈论他，这个月
份的胎儿聪明得很，已经是一个完
完整整的人了。我们只是隔着肚皮
看不见他，我不太赞成那么做，我
不太赞成把一个将来活蹦乱跳喊我
姑奶奶的小家伙弄死的。但初秀自
己还是个不懂事的娃娃，我也不晓

得孩子生下来怎么办。
大姐虽没有说出解决方案，

但也并不等于一通废话，至少把
我们心里的矛盾都说出来了。王
阳冥说道，的确就是这么回事，
左右为难。

照我说呢？初冰用戚念慈的
口头禅接过话来，主张生的。说
出个理由和办法来，主张拿掉
的，也要有说服力。

我们忘了一件事，是不是首
先应该问问当事人自己的想法，
她毕竟也有16岁了。初雪的手一
直放在财经主笔手中，她抽出来
两只手放一起搓了搓，财经主笔
也做着同样的动作，像是过于紧
张导致手心出汗。

初雪提醒的有道理。沟通是
最重要的环节，至少尊重孩子自
己的表达，财经主笔与妻子紧紧
站在同一战线上。

王阳冥停止拨动珠子，将它
重新套进手腕时，手链忽然断了
线，珠子掉到地上四下滚开。

又来一个不好的兆头。这一
次他说了出来，神情极为严肃，
其他人都听见了，眼看着珠子滚
进黑暗，都有些惶惑。

讨论会中场的休息。王阳冥
撅起屁股到处找珠子。大家都知
道，手珠是王阳冥的宝贝，在寺
庙里开过光的，于是弯下腰到桌
椅角落分头寻找，热得满头大
汗。找来找去还差一颗，最后落
在王阳冥自己的口袋里。

后来，他们比过去更相信王阳

冥的确具有某种巫性，即便是不相
信怪力乱神的初雪夫妇，也不得不
承认他有点神秘功能，他那些不好
的预感非常准确，只不过他没想到
凶兆与自己有关。

初玉进门时，正好看见王阳冥
跪在地上，屁股朝天下巴贴地，其
他人也弯着腰在屋里走来走去，好
像被施法术着了什么魔道。第一次
带朱晧回家就见到这样的景象，这
使她感到难堪。屋里人见到初玉，
本来惊讶，看到她背后那个英武高
大的男人，惊讶瞬间百倍膨胀，所
有人都像演员似的，立刻换上得体
的表情进入角色。

初秀朝初玉扑过来完全忘了
自己的肚子，像一只不知道羽毛
打湿了的小鸟要飞起来，那样子
看起来滑稽也让人心酸。

这是我的小姑父吗？初秀盯
着朱皓看了又看，我的第五个姑
父原来是这样的，我们都以为小
姑要找个外星人呢？

说不定我真的是个外星人 。
朱皓说道，我来迟了，向你们道
歉。谁也没明白，他这句来迟
了，是指在初玉生活中出现迟
了，还是这趟回来迟了。

不迟不迟，正是时候。王阳
冥打了一个哈哈，气氛热闹达到
一个小高潮。

外面有人路过，只听得屋里
嗡嗡的人声笑语，想进来又不敢
进来。以前老人还在的时候，他
们是挺随意进出的，现在不好打
扰年轻一辈的世界。可屋里称得
上人声鼎沸，益阳土话平常讲话
音调都高得像生气，硬着嗓子瓮
声瓮气，人一多像一群湖鸭子上
岸，只听得一片混乱的嘎嘎叫
声。这热闹声挠得人心痒痒，外
面的人终于忍不住进了屋。

作为初家的老邻居，罗大婶
看着孩子们长大，不管她们出去
多少年，她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这
并不奇怪，但她也认得朱皓，这
令人惊讶。原来罗大婶早些年在
农场养殖珍珠时和朱皓一家相
熟。那时季我就晓得你这个细伢
子有出息，你爹娘为了你们两兄
妹真是舍得做，可惜他们都不在
了，享不到崽女的福 。罗大婶一
开口就提伤心事，好像不提上一
辈她就不够资格在这里插嘴发言。

她叭啦叭啦说了一通，忽然意
识到朱皓出现在这个屋子里不是一

件寻常事，初家人和朱家人在一起
有讲有笑，她要是说出去都没人相
信，躺在坟墓里的那几个人知道了，
也会气得掀开棺材跳出来。当她凭
敏感的人生经验发现原因出在朱皓
和初玉身上，登时眼直嘴开，像是中
了风。她生怕自己说漏嘴破坏眼前
景象，保持中风的样子挥了挥右手
什么也没讲就离开了他们。屋里人
谁也不知道罗大婶走后不久村子里
便开始生长传言，说的是一对仇家人
结成亲家了，我亲眼看见朱家儿子和
初家女儿在一起，倒是郎才女貌，想
必他们都还蒙在鼓里。

家庭会议持续到晚上九点钟还
没有结果。开水烧了一壶又一壶。
地上积了一层瓜子壳。初秀完全听
从讨论结果，要生就生，要拿掉就拿
掉，她是所有人当中最没心理负担
的。初云仍在矛盾中；初冰还是不出
主意，提了一堆生的问题和拿掉的问
题；初玉坚持最初的想法；初雪和
财经主笔在戚念慈的屋里聊了很
久，像一对要分手的恋人在谈判。
王阳冥脸上呈现疲惫，手珠断了
给了他答案，他知道这胎
儿必定留不住，留住了也
是不吉祥。 36

连连 载载

初次见到并体悟"成长如蜕"这个词语，
是在收看江西卫视的一期《金飞说故事》。
有一个女孩，一岁起母亲便离开了她，她与
父亲相依为命，虽苦犹甜。

十年后，母亲回到家中。尽管梦中她曾
无数次地期待能依偎在母亲身边，但是她无
论如何不能原谅母亲当年的背叛，无法原谅
母亲在她成长过程中的缺席。母亲对她呵
护入微，她毫不领情，母亲为她欢喜忧愁，她
视而不见，就这样磕磕碰碰地走到了十七
岁。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父亲的突然去世
才发生了改变。

父亲是在一次车祸中遇难的。母亲深谙
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为了使她能够顺利参
加高考，母亲游说拜访了她所有的亲戚朋友
还有老师同学，央求他们封锁消息保守秘密。

奶奶的悲痛深埋，外婆的强颜欢笑，老
师的婉言劝慰，同学的殷勤相邀，母亲用半
个月里丛生的白发给了她一个爱的证明，也
附赠给了她一个明丽的未来。六年的距离
在一夜间走近，褪去自私和偏狭的心灵，满
满的都是理解和真情。

自此，成长如蜕便印入我的大脑，时时
在夜深人静和百无聊赖的时候，丝丝挑动我
恣意而敏感的神经。

总听周围的人说，如果以前勤奋学习，
多学知识，就不至于“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也总听人说，如果现在重去做某事，一定会
比以前做得更好。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
我们会把之前主观的臆断升华为客观的直
面，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对比，实际上是经历
了一种成长。

从少年生涩到青年稳健，从中年慨叹到
老年达观，从任由自我到兼及他人，从璞玉
未雕到大器终成，这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的转变，同时也是成长的结果。

蝉经过蜕壳，嘹亮拥抱了蓝天；蝶经过
破茧，羽化翩然于花间；人只有经过了成长，
才能拥有美丽的人生。

彼时不同的经历和环境就像不同的外
壳，附着和包裹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之外。
在成长的道路上，只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蜕
变，才能褪去旧壳老茧，生出新肌活血；在这
个外壳里，只有通过学习、积累、取舍、积淀、
爆发，才能脱颖而出，创造辉煌。

物是人已非，时移境亦迁。停滞不前就
是倒退，不争取主动永远被动。少一些妄想，
多一些实干；少一些埋怨，多一些理解；少一
些莽撞，多一些审慎；少一些慌乱，多一些从
容，改变自己从而适应环境，进而改变环境，
通过这样的蜕变促使自己的人生日臻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