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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学名著《红楼梦》来讲述
现代医学和养生知识的科普之书
《红楼医话》，最近由郑州大学出版
社出版。《红楼梦》是脍炙人口的世
界名著，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
的众多人物，讲述了许多曲折缠绵、
惊心动魄的故事及医案、典故等，俗
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该
书也为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人物的
性情、心理、病情、死因等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和条件。

《红楼医话》全书 120 篇，作者
时仲省对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的性
格、心理、品行、病情、死因等都进行
了医学解析。同时对书中的品茶、

饮酒、美食、赏雪、垂钓等也进行了
与养生相关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对
红楼人物的深入了解、对古代医药
养生的深刻认识，而且也有助于了
解现代医学在诊断和治疗某些疾病
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此同时，该书
也改变了常用的“穿靴戴帽”老套
路。即以某个故事为引子，呆板地
介绍专业知识，形成“两张皮”的弊
病，而是将人物故事与医学知识进
行了有机融合，在增加人文内涵，保
持其科学性、准确性、实用性的同
时，增强了趣味性、可读性。在欣赏
文学魅力的心境中，获得医学和养
生知识。

♣ 孟和平

《红楼医话》：通过文学名著讲述医学和养生知识
新书架

当祖父领着木匠老师走进家门，全
村人的眼睛都被撑大了。

在浙中农村，所有的手艺人，都被尊称
为老师，裁缝老师、钉秤老师、篾匠老师等。
老师请进家门要供他吃，叫作供老师。

一年到头，祖父的肚子天天都像个空
空的布袋子，晃晃荡荡的。他常年在腰间
绑着一条绳子，绑得紧紧的。这样，饥饿感
就会轻一点。绳子上还垂着一根尾巴，尾
巴不紧不慢地跟着，发出啪嗒啪嗒的声
响。声音是硬的，节奏是软的。它们像祖
父的眼神，又坚硬又柔软。临睡前，祖父
抓起绳子，绳子的一端绑着一个马蹄形的
扁玩意，那是一块磁铁。祖父走路时，磁
铁就会认真地工作，吸引一路的铁钉、铁
皮、铁丝、铁砂，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当然，
有时磁铁也会一无所获，徒然睁着无奈的
眼。但祖父深知积少成多的道理。祖父
把路上的战利品倒进角落的方篮里。一
月月，一年年，方篮的肚子大了起来，祖父
挑出一部分换成钱，留下铁钉自己用。

祖父还常去村子北边的山林里转。
那里是层层叠叠的山，山上长满了松树。
遇上被雷劈断被野猪拱了被泥沙冲倒的
松树，他就会哼哧哼哧地扛回家。慢慢

地，门口的泥地上，码起了松树，它们的
皮肤在阳光下咧开了嘴，像和祖父述说
着什么。

夜深人静的时候，祖父常常对着松
树自言自语。做一个木柜，是祖父的人生
理想。12年来，他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对
木柜的憧憬。

这个理想终于近在眼前了。祖父有
铁钉，有木材，可以供老师了。可是，供老
师需要提供一日两餐。这也许比准备木
材还要艰难。

当时，一年只吃两餐半的白米饭。新
春吃一餐；三十夜吃半餐，另外半餐是吃存
菜饭；还有一餐是新谷第一次碾出的那餐，
也叫新米饭。平时吃的都是掺入红萝卜、
青菜等的菜饭。供老师除了要供白米饭，
还要供一荤三素四个菜。素菜可以向土

地索取，这碗名叫猪肉的荤菜，对于一年到
头不见油星的农家，着实是一个大难题。

到了吃饭时分，村人就会一个个走
过祖父家。他们装作无意走过的样子，鼻
子使劲地嗅着，眼睛使劲地转着。有的干
脆走进家门，步伐大大的。

来人三两步来到八仙桌前，看到桌
上已经端上了白米饭和三个素菜。祖
父走了过来。他脸上堆满了笑，两手慎
重地端着一碗肉，就像端着一个太阳。
这轮太阳把祖父的笑容照得熠熠生辉，
把祖父以往拖拖拉拉的脚步照得稳健
有力。当然，也把来人想看好戏的心照
得枯萎下去。

祖父成了村人眼里的能人。大家对
他的称赞风一样从村西刮过村东，从村南
刮过村北，刮过祖父走过的每一条路，刮

过那片茂盛的松树林。
祖父吃了很久的胡萝卜。那时的胡萝

卜很多，是做菜饭和喂猪用的。饿了，他就
去山林附近的溪里喝水。只要能省下米，
每天供出两碗白米饭，祖父就觉得值。

祖父把那碗猪肉搁锅里蒸上几分
钟，每餐端过来端过去。颜色在一点点加
深，肉却像没拆封的牛皮纸书信，鼓鼓囊
囊，原封不动。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
矩。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执念。供老
师的规矩里，肉必须有，却只是当装饰品
一样放着。说句俗气的，它只是为主人撑
台面用的。只有在活计全部结束的那餐，
所供的老师才会吃上一块。

祖父的柜子做好了。祖父闻着松木
香，麻利地把猪油罐、针线包、麦秆扇等小
物件，一一在柜子里放好。房子变大了，
变亮了。祖父的喉咙变粗了。“吃，多吃
点。”祖父豪气地说着。木匠老师夹起一
块肉放进嘴里。

那个少了一块肉的地方，露出了白
色，带着油腻腻圆鼓鼓的美满。

祖父的那碗肉，只有上面的一层。
半个半个的鸡蛋壳堆聚在下面，就像自带
光芒的太阳。

百姓记事

♣ 李三鹏

一兜红薯

♣ 王秋珍

人生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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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晚的开始

人与自然

一场冬雨
♣ 桑明庆

窗外的冬雨下了一天。这“嘀
嘀嗒嗒”的雨声，叩击着沉睡的大
地，让冬藏的季节变得更加厚重。

一场冬雨，真正把寒冷的季
节，从门口推进了门里，街上的行人
穿上了厚厚的棉衣，闲散游玩的相
对少了许多，即使有，也显得那么匆
匆忙忙，像是有其他任务在召唤。

路边高大威武的杨树、梧桐在
经过春风春雨的滋润、夏雨的洗
礼、秋风的涂染后，已变得满枝尽
是黄金叶。初冬的风一吹，这金黄
的叶子便飘落下来，有的落在了树
脚下，有的非常浪漫，打着转圈随
风飘向远方。冬雨洒在浓浓的叶
子之上，像是添加剂一样，加快了
这黄金叶的撒落速度。叶子沾满
这带有寒冷的雨水，纷纷扬扬落
下，有的贴在了树干上，有的依偎
在树的根部，像是孩子依偎在母亲
的怀抱，享受温暖，不肯离去。松
柏倒是十分喜欢这冬雨的来临，张
开臂膀热情地与它拥抱，笔直的树
干、赭色鱼鳞一样的肌肤，被浸染
得湿漉漉的，沧桑中透着雄伟，挺
拔中透着刚强。似针一样尖尖的
叶子在冬雨的沐浴下，朦胧中透着
青翠，青翠中透着舒展。

雨，是大自然造就的神物，这
琼浆玉液从天而降，洒在广袤的原
野，滋润着山川禾苗。但这四季的
雨又是性格截然不同。春雨是精
致的，如初恋的少女，羞羞涩涩，遮
遮掩掩，如雾如纱，飘飘缈缈；夏季
的雨粗犷，如热情的汉子，奔放、任
性、不管不顾，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
匆；秋季的雨贻情，如热恋的情人，
缠缠绵绵，没完没了；而冬雨显得那
么平静，像是成熟的男人，不慌不
忙，不急不躁，有时还会夹杂雨雪，
更显示了它厚重的性格。

乡下的田野是青睐冬雨的。
冬雨漫不经心地洒落在沟沟坎坎，
山川河谷，让这寂寥的世界蕴含了
几分能量。你看，一场不大的冬雨
过后，出苗才两个月的麦田里，有了
些许白花花的水坑儿，麦苗鲜嫩青
翠，苗尖挂着似珍珠一样的水珠。
细碎的白花花的小水坑儿，青青鲜
嫩的麦苗，晶莹剔透的水珠，构成冬
季田野里一幅多姿多彩的油画，煞
是好看。青翠的麦苗间隙，黑黑的
泥土与冬雨缠缠绵绵，如胶似漆。
带有寒冷的冬雨，毫不顾忌地倾撒
在黑黑的泥土里面，泥土张开嘴巴
吸吮着琼浆，这样一个过程，正好能
够孕育着下一个收获的季节，来年，
广袤的田野，一定是麦香四溢，麦浪
滚滚。那吃饱枯草的老牛，轻轻抖
落身上的草屑，慢慢探身喝那池底
的水儿，一阵响亮的喷嚏过后，猛烈
抖动身躯，瞬间，老牛身上抖落出无
数水滴，仿佛是尚未绽放的细碎的
花蕊。老牛回牛棚了，它要在冬雨
来临的季节里好好地休息一个冬
天。邻居大哥，很会抓住时节，在这
冬雨飘洒的时候，他会穿上雨衣，穿
梭在雨幕之中，一手端着装满化肥
的塑料桶，一手把那雪白的肥料，撒
在长有青翠麦苗、油菜的田间，那爬
满皱纹的脸上写着岁月的艰辛，他
的双手冻得发红，有时还会麻木，全
然不顾，这双手为他谱写着对丰收
的渴望。

在“嘀嗒嘀嗒”冬雨声中，一切
都显得那么静谧。窗外的雨声不
时穿窗而过，撩起人们许多思绪。
纷纷扰扰的思绪，会被这冬雨扯拽
得很远很远……

祖父的太阳

昨日，在北京的哥哥妹妹携家属来
暖居。二哥带来了一兜红薯，这红薯是
老爸种的，老妈装的。这兜蠢萌的家伙，
颠簸2000多里来到我这京西陋屋。据
二哥说，这是全村最好吃的红薯。

每次大哥二哥从老家回京，老妈总
要给我带点什么，我想这是在表达一种
想念吧。作为最小的儿子，在首都混得
灰头土脸，回不去一是没空，一是没脸，
所以成了老妈最多的牵挂。不能陪在
二老身边，每天吃一个香甜的红薯，也
算聊以慰藉。

按说我这年纪，本来是不会经历缺
粮年代的，只因生在832个国家级贫困
县之一的豫西山区，再加上当时还有交
公粮的政策，从出生到初中毕业，粮食短
缺在我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那个年代，红薯是村里家家户户
重要的人畜食物来源，乡亲们对于红薯
可谓吃干榨净、花样翻新。

每年春夏之交，开始爬秧的红薯先
给我们带来两样蔬菜：红薯叶、红薯
梗。红薯叶子可以下在面条汤、面片汤
里，既丰富营养，又可以充抵白面的不
足，看起来也是赏心悦目。新鲜的红薯
梗可以直接炒菜，放少许猪油，放点盐
一炒，洒点醋一激，一道好菜就成了。
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红薯真是难得的菜
品。由于家家都种很多红薯，鲜红薯梗

也是吃不完的，于是我们就把鲜红薯梗
煮熟，然后再挂起来晒干，留着冬天或
来年春天吃。过年时候，拿这个炖猪
肉，好吃得不行，半碗菜能干掉俩馒
头。乡亲们都说，干红薯梗比拳菜（蕨
菜）都好吃。

红薯的繁育能力极强，特别能爬秧，
这大概是外来物种的一种特性吧。我记
得最长的秧子能贯穿一块地，能有五丈左
右。为了不让红薯秧新生须根、只长秧子
不长红薯，也为了红薯秧不搅和一起、不
便挖掘，我们需要定期翻翻红薯秧。

翻红薯秧是小时候一种又累又怕
的农活，找到一棵红薯的总根，然后顺
着秧子把每棵红薯的秧子翻个面儿，捋
顺放好，还不能扯断。秧子短的时候还
算轻松，等到三两丈长了，真是个体力
活。累倒还好说，最怕翻到蛇或者癞蛤
蟆。记得有次在后山翻到一条蛇，吓得
我飞奔到别人地里才停住。并非很怕
蛇的少年，但是拿手直接翻到，给来一
口是极有可能的。打那以后，我翻红薯
秧之前，都会折根棍子，在地里来回打
搅一下，算是打草惊蛇吧。

红薯的收获季节是深秋，我们会先
割掉红薯秧子，直接铡碎喂牛，或放在柴
火堆上晒干当作牛羊的冬储饲料。地力
盛的红薯地，往往能带来惊喜，记得后院
陈叔家曾经挖出过一个大个红薯，牛头

大小，为乡亲们称道一时。
收获的红薯，也就是红薯的块根，

老乡们会把它们窖起来，也就是在山半
腰或不会水淹、潮湿的地方挖个两三丈
深的窖，把红薯一篮子一篮子系下去，
整齐地码好，窖口用两捆柴火或黄眉草
盖上，随吃随取。小时候的早晨，经常
被父亲放在篮子里，系到红薯窖中，装
满一挑红薯，然后再坐着篮子晃悠悠地
回到地面。后来长大了些，就自己踩着
红薯窖壁上的脚坑，徒手进窖，装好红
薯再自己钩上来。每次把两篮红薯搞
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本事。

没有煎炒烹炸，没有现代机器，父
辈们也发明了红薯的多种吃法。直接
吃新鲜的，分为烤、蒸、煮三种，其中烤
的最好吃，如今街头颇受欢迎的烤红
薯，就印证了这点。老家还有句俗语
来概括三者的特点：“烤哩香，蒸哩面，
煮哩红薯木人看。”红薯糁子汤，是老
家当年的常规早餐，也就是玉米糁稀
粥里放上削了皮的红薯块。这粥喝起
来很是香甜，充饥没问题，但是不够扛
饿。削掉的红薯皮，通常是二师兄的
美食，吃得它们膘肥体壮。

红薯的再加工产品，还有红薯干和
红薯面。红薯干，就是将红薯切成硬币
厚薄的片，晒干，等冬天缺粮食时候吃，
做法就是红薯干糁子汤——这种没有

红薯糁子汤那么好吃，但是也没后者那
么烧心。由于甜度少了很多，所以我们
小孩不很喜欢吃。

红薯面，红薯干打成的一种面，是一
种神奇的存在。面是白面，蒸馒头却是
黑色的。红薯面会被用来熬糊糊，老家
叫红薯面糊涂，也是当年常见的一种食
物，喝起来甜丝丝，但是喝多了相当伤
胃。红薯面的另一用处，就是蒸馒头，最
困难的时候，纯黑的红薯面馍，是充饥佳
品。后来白面多了，就蒸成花卷，红薯面
和白面花卷，黑一道白一道；或红薯面玉
米面花卷，黑一道黄一道。

记得有一两年，一天三顿的食物都
有红薯出席。早上红薯糁子汤，中午蒸
红薯、红薯叶子甜面片汤，晚上再蒸红
薯，红薯叶子咸汤面条。老人们说，我
们村在三年自然灾害都没饿死人，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红薯。

大学以后，粮食不再缺了，红薯不
再是家里的主力食物。春节时候，老妈
还会把红薯切成细条，放在油锅里炸成
薯条，或炸成两个硬币厚的薯片。记忆
中，我第一次吃薯条和薯片，都是老妈
的手艺。

絮叨了许多，老家来的红薯还没来得
及品尝。我选了两个，种在我这一米见方
的毫园之中，但愿它们能像在老家一样，
秧子长长的，叶子绿绿的，红薯多多的。

朱主任嘴角渗出了血，他一声
不吭地用手指擦拭着。

这时钱支书、刘会计和吴秀娥
才发觉外面出了事，从村部办公室
里跑出来。钱支书大吼道：“李道
顺，反天了是不？你个鳖孙是不是
想找死？”

李道顺黑着脸，一声不吭，瞪了
他们一眼，似乎不愿意跟他们理论，
气冲冲地转身往山坡下走。看见朱
主任的呢子帽在旁边地上，他猛地飞
起一脚，将帽子踢进了门口的水坑。

郁洋不知事情如何收场，手机
在手里晃了晃，想拨打110，被朱主
任用眼神制止了。吴秀娥说：“到底
咋回事儿，我们以为你俩商量扶贫
的事儿，咋争起来了？”

朱主任一声不吭，依然用手指
擦拭嘴角的余血。刘会计找来一
根竹竿，想从水坑里捞那顶呢子
帽。朱主任谁也不理，对郁洋低声
说：“我们走。”说完转身上车，看都
没看一眼水坑里自己的呢子帽，也
将钱支书三个人晾在村部门口。
钱支书在后面挥手喊道：“朱主任，
朱主任……”

郁洋迟疑了一下，朱主任又低
声说：“走！”

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郁
洋从后视镜里看到朱主任的脸色一
会儿青，一会儿白，难看得吓人。想
想今天的事儿，郁洋心里真替朱主
任感到伤悲。从妇联搞到六箱奶
粉，他是怀着给贫困户送温暖、给婴
幼儿献爱心的崇高使命感来的，心
情很不错，没承想先是被年轻媳妇
嘲讽，继而遭受李道顺的辱骂和殴
打。他能理解朱主任息事宁人的用
意，和贫困户发生摩擦，如果闹得沸
沸扬扬，被区政府机关的干部知道，
终究是件丢脸的事儿。外人不了解
情况，话到他人嘴里好说不好听。
况且就算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李道顺
几日，说到底也无多大意义。

村民说李道顺的儿子装个假东
西的事儿，多半是村支书钱守成泄
露的。当时朱主任在车上随口讲
出，郁洋觉得有点不妙，因为这是李
道顺一直死死保守的秘密，但也没
往深处想。细推起来，朱主任还是
理亏，在钱支书面前说话没加防备，
犯了无心之错，并且他也不好再去
找钱支书理论。郁洋在心里感叹，
农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他们
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每一
个人都有好恶、有爱恨，有内心的矛

盾、冲突和忧伤。和农民相处，千万
别想简单了。

四
回来之后，朱主任仿佛遭受重

大打击后选择彻底遗忘，对扶贫工
作从此闭口不提。甚至还影响到地
方史志办公室既定的工作安排，《隐
山茶叶志》印刷完成，原计划在隐山
宾馆搞一次新书首发式暨隐山茶产
业发展研讨会，邀请区领导和其他
县区史志界同仁参加，也借机宣传
隐山的茶文化。但朱主任显然心情
不佳，说：“现在反对形式主义和奢
靡之风，我们不要往枪口上撞，将书
在机关单位赠送一下算了。另外，
给区人大、区政协和区工商联一些，
由他们赠送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工商界人士。”郁洋说：“这个会议
年初向区财政申请有三万元专项资
金，如果活动取消，钱没有花出去，
年底账户资金要归零。”朱主任摆摆
手说：“归零就归零吧，都是财政的
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郁洋心
想，主编愿意选择低调处理，执行主
编经常不上班，对单位的事不管不
问，他一个编辑自然没意见，乐得清
闲自在。

1月中旬，区政府下发了一份

文件，要求各单位十日内上报扶贫
工作总结。郁洋将文件附上处理笺
报给朱主任。

一连三日，朱主任都闷着葫芦
不开瓢。

第四天上午，刚到单位，朱主任
用座机电话给郁洋的手机振铃，这
是他喊郁洋去他办公室的方式。郁

洋推门进去，朱主任正在翻看那份
文件，他示意郁洋坐下，说：“现在区
里对扶贫工作进行总结，我们单位
的这项工作开展得不甚理想，但也
没办法。我刚给董主任打过电话，
他等会儿到单位来。你俩上午一块
儿去趟马鞍。”说着，从抽屉里拿出
一个黄皮信封递过来。

“这是一千块钱，是我个人的意
思，你帮我转交给郭金保，就是跟他
弟郭银保一块住的那个单身老头。
他家你没去过，让村干部给你带路，
也可以让村干部转交，你看着办，别
搞错了就行。”

郁洋接过信封，想问李道顺那
儿怎么办，又一想别头上不痒捉个
虱子挠，就忍住了。

朱主任又问：“你让孙连发穿珠
子的项目咋办？”

郁洋说：“我准备好了一千块
钱，不管他珠子穿没穿完，我都要
给他。”

朱主任点点头，说：“行，将这
两件事办好。回来连同我们入户
核查、捐赠奶粉等情况，一块写个
总结给区里报上去。不管怎样，工
作要善始善终，有头有尾。我们不
求有功，但求无愧于心。虽然扶贫

成效不大，但我们已经尽力了，只
能如此，对区政府、对贫困户都是
一个交待。”

郁洋回办公室后，立即用开水
煲烧水泡茶，准备带上茶杯。上次
去马鞍折腾一上午，连一口水都没
喝到。

朱主任忽然又推门进来，在办
公室转了一圈，似乎若有所思，想了
想说：“咱俩搞扶贫工作的情况，路
上不要跟董主任说。他有时嘴巴不
严，说出去影响不好。我们的《隐山
区茶叶志》编委会的事儿，有一个情
况你还不知道。董主任背着你我专
门找过分管的副区长，说你曾经说
过，他编那本书立下汗马功劳，当居
首功。因此，他跟领导要求署名执
行主编。”

“汗马功劳？当居首功？”郁洋
心里一惊，说：“我何时说过？”

朱主任笑着说：“他说是你俩去
市里开方志工作研讨会时，夜晚在
酒店的房间里说的，有时间、有地
点，并且原话记录。”

郁洋瞬间发炸：“操，我说他能
当市长！他去当呀！”

他的确曾和董副主任一块去
市里参加过方志工作研讨会，同住

一个房间也是事实，但夜晚扯几句
闲话，谁能放在心上？谁又能记得
住？郁洋觉得董副主任太恐怖、太
有心机了。回想起来，难怪那天下
午朱主任在没有和自己沟通的情
况下突然临时开会，研究编委会名
单的事情，并且事实上默许了董副
主任任《隐山茶叶志》执行主编的
要求。

朱主任回头朝门外看了看，手
连连往下压，示意郁洋说话低点声。

郁洋气得将茶杯往办公桌上一
蹾，茶汤泼了出来。

朱主任笑了一下，轻声说：
“其实这件事情本不该跟你说，只
是提醒你一下，跟董主任说话要
有分寸。怕就怕我们说者无心，
人家听者有意。所以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能说。你比我聪明，
这一点相信你能明白。”说完朱主
任掩门出去。

有了这个插曲，郁洋开车带着
董副主任去马鞍的路上一句话也懒
得说。他将车载CD打开，随机播放
着音乐。董副主任不明所以，曾起
了几个话头，郁洋都支吾
而过。董副主任干脆在后
座上打起了瞌睡。 6

连连 载载

我所在的部门上的是夜班，白天大部分时
间闲着。同事吕芳说：“闺女参加工作了，前不
久也结婚了，我如今没有什么负担，想趁这个
空闲时间去学钢琴。”

同事马侠说话历来口无遮拦，张口就说：
“吕姐，你都五十岁的人了，现在学钢琴能学会
吗？”吕芳说：“我一直喜欢钢琴，小时候家里
穷，学不起，一次听到对面楼上传来钢琴声，我
羡慕得站在楼下听了一个小时。姐姐知道后
对我说，弹钢琴的是她同班同学小玲，她可以
带我去小玲家里听，但条件是家里的卫生我必
须替她打扫一周。”

吕芳接着说：“姐姐带着我去了小玲家，小
玲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她坐在钢琴前弹奏钢
琴的姿态却显得很是有风度、很是文雅。从那
时起，我更加喜欢钢琴了，想着等自己参加工作
后挣了钱，一定去学钢琴。可参加工作后，忙着
恋爱、结婚，婚后有了孩子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做
家务，根本抽不出时间学钢琴，如今正好有了闲
时间，我想完成我儿时学钢琴的梦想。”

两年后，一次单位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并
在城市公园的大广场上对外做宣传演出，吕芳
登台弹奏了钢琴曲《致爱丽斯》和《月光曲》，赢
得台下一片掌声。

我家对面的楼上开了一家健身馆，健身馆
里有游泳池。我从小看到小伙伴在池塘里游
泳就非常羡慕，可我胆子小，加之没人教我，每
次下到池塘只能站在浅水处看着同伴们在水
中嬉戏的姿态。如今，年过五十的我依然想学
游泳。好在健身馆有教练，我担心自己这么大
年龄身体僵化笨拙学不会，教练指着正在游泳
池里游泳的一名七十余岁的老太说：“这位奶
奶比你年龄大多了，她是我前不久教会的，你
看她现在游得多自如。”老奶奶听到后笑着对
我说：“你才多大年龄，有啥学不会的，学吧，我
学游泳每天仅学一个小时，共学了两周时间就
学会蛙泳啦，现在我还想学自由泳和仰泳呢，
学会游泳在水中多好玩呀。快学吧，年轻人，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我真的下定决心学游泳了，两个月过去
后，我不但学会了蛙泳，而且还学会了自由泳
和仰泳等多种游泳姿势。

我们年轻时不知有过多少梦想，可因为工
作、家庭以及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让
我们许许多多的梦想无法实现，成为生命中的
缺憾。当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后，子女成家立业
了，工作轻松了，甚至退休了，我们的负担不再
沉重了，此时，若重拾年轻时的梦想其实并不
算晚，要知道，一个被年龄追着跑的人，会活得
很累。

♣ 杨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