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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周五。因为要过了星期
天再来上班，担心放在书架顶上的一
盆绿萝缺水，便将之取下来捧到水管
下将花盆浇满水。瞥到屋角放着的
三角霸王鞭，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因
为它的花盆边沿已经烂了，不敢挪动
它到水龙头边了。不得不说，不是夏
天里因为空调将我吹成中风，需要调
整办公桌摆放位置避风而连带着挪
一下花盆，怎能发现原来屋主人留下
的这三角霸王鞭花盆的真相呢？一
直以来看上去那么华丽、那么大方，
带有景德镇瓷器范儿的这个花盆，我
一提竟然断了一圈——原来是稀薄
的一层塑料纸做成的，根本经不起任
何提拉，一切的质感都是假的，仅仅
是个样子。这让我深觉意外。

花盆现象，让我心里怦然一动。
人们往往容易受蒙骗于不明真相。
唐代的文坛大家柳宗元早就注意过
这种现象，写了《鞭贾》：有富家子以
五万钱购一鞭，谓以巨款购此鞭，为
爱其色黄而有光泽，持以夸示于柳。
柳命僮仆烧汤洗之，则鞭之色泽尽
失，现出枯干苍白的本色。乃知“向
之黄者栀也，泽者蜡也”。花盆、栀鞭
类人往往不堪大用，只是虚有其表、
欺世盗名，本身也有其脆弱性，只可
远观，不可接近，一戳就露馅。而自
个儿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敢嚣张，
装个样子即可。像滥竽充数中的南
郭先生，能混多久就混多久，维持个
面子好看，混碗饭吃而已。

而更有一类人，比花盆还不堪。
他们平时满脸堆笑，装得像花盆，但
是内心肮脏。一旦经事，真实嘴脸便
暴露无遗。单位个别同事也不行，什
么抬头不见低头见啊，形象啊脸面
啊，在这些人眼里，什么都不是，吃相
难看。那人五人六的模样，仅是个假
象！那平日里温良恭俭让的模样，会
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反转，所谓嘴上一
团火，心里一把刀，历史上口蜜腹剑
的李林甫、曹雪芹《红楼梦》里的王熙
凤，都是这类人的标本。多少人被假
象迷惑而吃亏上当！蒲留仙要不是
有椎心泣血的感受，也不会有《画皮》
篇，用太原王生被那带着画皮的厉鬼
祸害的教训警示世人的良苦用心了；
世人若不是感同身受，也不会将《画
皮》视为醒世经典，受到一代又一代
人的追捧了。

这类人还可称之为“两面人”。
明代江盈科在所著《雪涛谐史》中，曾
形象地刻画出了“两面人”的嘴脸：一
个贪官明明想大捞一笔，却装成分文
不要的样子。刚上任便煞有介事地
向“神明”发誓：“左手要钱，烂了左
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不久，有人
行贿百金，他垂涎欲滴，又怕真烂了
手。此时，一个心腹凑上去说：“请将
此金纳入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
子。”贪官喜笑颜开，遂仰袖纳之。

“两面人”善于伪装、善于欺骗，但狐
狸怕的就是被猎人捕获，骗子怕的就
是被人识破。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
猎人的眼睛；骗子骗术再高明，也总
会露出马脚。

对于这个花盆，我也替其悲哀。
如果不是需要挪动，它不是可以多撑
些日子吗？戳破其假象，完全是无意
为之。后来又想，假的真不得，真的
假不得。不是我，也会是别人，不是
这次，也会是下次，终究会真相大白
的。那些花盆样的人，何尝不是这
样？俗语中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不就是对此类人的警示吗？

这样看来，任何伪装只能骗人一
时，不能骗人一世，最终必是身败名
裂的下场。无论是花盆，还是“两面
人”，皆如此。

♣ 陈 锋

花盆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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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2001年，“郑麦9023”
通过豫、鄂两省品种审定；2002年，通
过苏、皖两省品种审定，并在2003年
同时通过了黄淮麦区南片国家审定和
长江中下游麦区国家审定；2004年，
被农业部列入四大作物综合生产能力
科技提升行动的主导品种，被评为河
南省最有影响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十
五”期间唯一获此奖项的小麦品种。
至今，“郑麦9023”在生产上已使用了
20个年头，在豫、鄂、皖、苏、陕等 5省
累计推广面积达2.74亿亩，连续6年
收获面积位居全国及河南省小麦品种
第一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2
年，河南省西平县出口到新西兰、印尼
的优质小麦，品种就是“郑麦 9023”。
这不仅实现了我国制粉小麦出口零的
突破，其期货交割量在当时我国优质
强筋小麦的份额高达六成，从而成为
我国优质强筋小麦现货贸易、期货贸
易和出口贸易的主导品种。

1998年，为解决小麦结构性过剩
问题，国家以发展优质麦为重点，推进
小麦品质结构调整。这一举措吸引了
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小麦出口大国
的目光，他们开始加紧研究适合中国

的优质麦。一些外国专家预言，中国
小麦科研一直在高产上做文章，短期
内很难培育出既高产又优质的品种。

在这个关键时期，许为钢的处女
作“郑麦 9023”问世。“郑麦9023”大
面积推广的几年，正是我国加入世贸
组织后粮食生产面临严峻考验的时
期。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以“郑麦
9023”为代表的优质小麦的推广种植，
使国产小麦抵抗住了国外优质小麦品
种的侵袭。

“郑麦9023”的选育过程却是艰
辛而漫长的——早在1990年，许为钢
与胡琳在西北农大小麦研究室工作的
时候就开始了对这个优质小麦品种的
攻关。

起初，光在育种材料的创新和试
验方法上，许为钢和他的团队就花费
了大量的精力。为解决抗赤霉病这一
世界性难题，许为钢和胡琳在西北农
大小麦抗病育种专家宁毓华教授的帮
助下，从建立病圃、繁殖菌种、探索接种
方法，到形成大规模的后代接种选择
程序，一干就是6个小麦生长周期，每
年后代的单小花接种选择量达到2万
单株以上。他们带着助手，晴天顶着
烈日，雨天撑着伞，紧要关头还要夜以
继日地干，不敢有半点懈怠，不敢有半

点马虎。最终，他们成功将“苏麦3号”
的赤霉病抗扩展特性通过杂交、单小
花接种选择等技术方法转到“郑麦
9023”之中。

1996年，许为钢与胡琳一起调入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跟随他们
而来的，还有未成形的优质小麦新品
种材料。在河南省农科院，他们继续
着后来一鸣惊人的“郑麦9023”选育。

跨越了11个春秋，“郑麦9023”
终于横空出世。它的名字序号中的

“90”，代表的即是许为钢开始攻关的
年份——1990年。

这个为我国小麦打开出口创汇之
门的优质小麦品种，在技术上，不仅实
现了优质、高产、早熟、多抗、广适性在
一个小麦品种上的聚合，而且还具备
对条锈病、叶锈病、赤霉病、黄花叶病和
雪霉病等多种小麦病的抗病性。

“郑麦9023”甫一出炉，西平县人
和乡政府就找到许为钢，购买了10万
公斤小麦种子，种植2万亩。由此，许
为钢与西平县的合作正式启动。

“郑麦9023”的出色表现让西平
县领导眼睛一亮：2001年以前，西平
县小麦生产一直徘徊在中低产水平，
最高的一年亩产是377公斤。而自从
种植了“郑麦9023”，产量节节攀升，

2006年平均亩产达到444.8公斤，最
高亩产达到580公斤，均创历史新高，
推动了西平小麦生产由中低产水平向
中高产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西平县领导认定“郑麦9023”是
调整小麦品质结构和品种结构、带动
农民增收的最佳品种。收获后，西平
县农业部门把人和乡种植的2万亩“郑
麦9023”按种子全部统一收购，进行

推广种植。
第一个“郑麦9023”种植示范基

地在西平县建成后，河南一位省领导
到现场调研时深情地对许为钢说，这
个品种为我省发展优质小麦生产提供
了一项很好的技术支撑，在我省建设
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与加工基地
这件大事上，你为政府提供了一把好
拐杖，党和政府感谢你。

到2006年，“郑麦9023”在西平
县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9.7万亩，占
全县麦播总面积的93%。几年间，西
平县就以“郑麦9023”为龙头，走出了
一条引进、示范、推广同步进行，生产、
贸易、加工同步发展的新路子。

“郑麦9023”在西平县的规模化
种植、标准化生产经验，不仅辐射带动
了周边县区的跟进，促使“郑麦9023”
在驻马店市的推广，种植面积超过
600万亩，成为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
生产基地，而且也引起了省内外农业
专家的关注。

中国工程院卢良恕、董玉琛等 4
位院士连续两年到西平县“郑麦
9023”种植基地观摩，断言河南省小麦
高产区正逐步南移，打破了豫南地区
不能种植优质麦的观点。

“郑麦9023”之后，许为钢团队开

始了新的研发，即采用分子标记聚合
育种技术选育优质强筋抗病超高产品
种。与根据农艺性状的表现来进行选
择的传统常规育种技术相比，分子标
记聚合育种技术具有选择准确性高、
不受环境干扰、易于实现多个优异基
因的聚合等优点，是现代分子生物学
技术在农作物遗传改良中的应用。

许为钢团队的研发课题得到了高
度重视，被列入河南省重大专项“超级
小麦新品种选育与示范”和国家“863”
重大课题“小麦分子标记聚合育种”等
科技项目。

又是十年磨一剑。2011年，优质
强筋抗病高产小麦新品种“郑麦7698”
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许为钢和他的
团队再次为小麦界带来惊喜——这是
河南首个采用分子标记聚合育种技术
育成的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问
世标志着河南育种技术的新突破。

这个优质面包、优质面条和优质
馒头的“三料”强筋优质小麦品种，在
2011年河南省科技厅组织的省重大
专项“超级小麦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机
收实打验收中，亩产超过700公斤。
2014年，在河南省济源市梨林镇前荣
村的千亩高产示范方，机收实产达到
亩产752公斤。

2012年，“郑麦7698”通过国家
品种审定和农业部小麦品质鉴评会鉴
定，被科技部列为“国家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资金重大项目”。

2015年，“郑麦 7698”收获面积
已上升到1000万亩，被农业部连续两
年推荐为我国小麦生产的主导品种。
2019年1月8日，“郑麦7698”荣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郑麦9023”解决了优质强筋特
性与其他农艺特性的良好结合，“郑麦
7698”则实现了优质强筋特性与超高
产特性的统一，具有综合性状优良、抗
干热风能力强、耐密植、适合农民种植
习惯等优势。从“郑麦9023”到“郑麦
7698”，在两个十年中，许为钢完成了
他育种事业的两次蝶变，也在我国小
麦育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赵南颜”
2018年10月26日，笔者拨通许

为钢先生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实验室
重复着30多年来的工作。说心里话，
占用太多的时间采访一位惜时如金的
科学家，真有点不忍心。但没办法，他
是河南小麦育种界的“首席”，无论是小
麦良种的培育还是种植推
广，他都是河南屈指可数的
权威专家。 41

连连 载载

作家冯杰最新散文集《鲤鱼拐弯儿》
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
冯杰从诗人到散文家，从散文家到书画
家，从北中原到黄河岸，穿梭于文字与绘
画之间，构建一个丰富斑斓的文学故乡。

散文集《鲤鱼拐弯儿》是中国作家
协会定点深入项目之一，精选冯杰最新
创作的散文作品，是一部历史沉淀和现
实映像编织的读本，黄河与鲤鱼交织的
故事，文字与绘画构建的故乡。在《鲤
鱼拐弯儿》里，平常如一座铁塔，一棵柽
柳，一捏砒霜；一匹黄鼬，一只黑羊，一
尾鲤鱼；一条板凳，一把铁叉，一个石
磙；一碗羊肉烩面，一盘牛杂碎，一块烤
红薯……他写的是生生不息的黄河两
岸，是世俗与世相，是动物与人物，是世

情与人情，是植物与器物，是风物与风
情。乡音袅袅，草木婆娑，乡愁悠悠，鲤
鱼既是地理坐标又是文化符号，忘情水
里，一游就是二十年。作家在文字中重
返童年的黄河岸，如赤子一般吟唱，“我
看到鲤鱼在那里拐弯儿”。而一条鱼的
悲欢，又何尝不是人间你我的人类共同
世俗的悲欢。

作家冯杰能文，能书，能画，三者有
意无意之间结合，独出匠心，书中所收
插图均为专题打造，以妙趣横生的语
言、新文人画的绚烂笔墨，照见了一个
活泼泼、光灿灿的人间世界。评论界曾
称，冯杰在当代散文界属于一个异数，
其文章意象奇异，文画勾连相映，提供
一个独特有趣的阅读小世界。

荐书架

♣ 张恩丽

《鲤鱼拐弯儿》：构建一个丰富斑斓的文学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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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心泽

透视金秋
明明过了立秋，到了白露，夏天

就是赖着不走，照样一天到晚四处
刷存在感，热乎乎地和每一个人套
近乎，没一点离席腾位的意思，弄得
秋天只好尴尬地装淡定、秀风格，冷
眼忍看夏天继续在末伏里折腾。

但秋天一边暗气暗憋，一边调
息运力，不知不觉间，秋意就一层层
漫上人们心头。

先是一场秋雨把气温骤然拉
低，天一晴又迅速回暖，而衣袂已不
会轻易被汗水黏在身上，反倒能在
秋风中灵动翩飞。若是夜晚仍习惯
开窗纳凉，后半夜就会有沁凉的秋
气侵袭梦境，伴眠的床单不得不换
成薄被。秋天就这样稀释了阳光、
兑凉了酷暑。

秋日没有夏日的热烈，但秋阳
杲杲，似乎比夏日更加灿烂，而且灿
烂得清澈如洗，让人视野通畅，不管
近景还是远方，都像玻璃杯里香茗
落定、口感上佳的凉茶，浮着清气、
透着静气。

这世间，浮名小利必须攘攘扰
扰以追逐，而无价之物往往任由我
们免费共享，就如秋波澹澹的隽永、
秋云渺渺的飘逸、秋月皎皎的清雅，
只需付出一份闲心，诗情画意尽由
吾与子共适。

秋天真正站稳脚跟已是仲秋。
北方也到了收获的季节，玉米、大

豆、花生、红薯被紧张有序地一一拾
掇干净。阳光稀薄了，气温下降了，
田野开阔了，天空高远了，云彩轻盈
了，似乎一切都能变得淡然洒脱了。

只是气温渐渐由热转凉，秋意则
渐渐由浅入深。杨柳梧桐之属即使
种植在城市，叶子照样最早开始干枯
泛黄，不待秋风凛冽，已在大街小巷
被扫除一层又飘落一层。枫树乌桕
黄栌在断崖绝壁间倔强生长，直到霜
染层林才以红叶似火宣示血性。深
秋景色斑斓壮美，却也俨然一位表面
风轻云淡，心中却难抑波澜的，沧桑
历尽、临风而立的苍颜老者。

这五行属金的季节，有秋月也
有秋风 ，有白露也有白霜，有丹枫也
有枯叶，有晴云也有霜天，有橙黄橘
绿也有红衰翠减，有金风习习也有
寒雨绵绵。收获的背后是凋零，斑
斓的背后是萧瑟，凉爽的背后是清
寒，开阔的背后是肃杀。秋浅秋深
之间，分明刻画着一道生硬的人生
边界。余温脉脉的秋天转个身就甩
给你一个冷冰冰的背影。

气温一天凉似一天，我们渐渐
感到知了的叫声变得悠长凄厉，各
种秋虫的鸣叫也都变得急切烦躁。
与草木盛衰共生死的它们，如何还
能在飒飒金风中保持淡定？

四季中有一奇妙之处：夏天的
燥热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些心浮

气躁，以至于我们专注于消暑，很容
易对岁月无感。一旦秋风生凉，草
木渐次枯黄衰败，我们冷静下来的
身心，便开始对四季的变化与光阴
荏苒变得敏感。

秋景又最易融入心境。当秋日
坠落西山，已不再有夏天夕照云蒸
霞蔚的辉煌绚烂。落日意兴阑珊地
镀照在层林尽染的秋山上，让人恍
恍惚惚产生一种无边风景被尽数做
旧了的虚幻感，情不自禁沉浸到时
光流转、青春不复的怅惘中。

春华秋实的繁华背后，往往是
秋风秋雨的声声叹息！尤其到了苍
黄残绿、败叶疏枝中的深秋，再丰硕
的收获都显得苍白，因为我们已不
是在深秋里行走，而是在岁月深处
行走，不管你曾经如何收获丰盈，都
要直面岁月深处的无尽空茫。

但天凉一分天地间也会通透几
分。黄叶渲染着乡野，红叶浸染了
山峦，却又时时刻刻在天地间飞舞
飘零，万象万境在落木萧萧中更加
疏朗明晰。万木传情入色，自色悟
空，越是天寒风烈，越是尽情地挥洒
落叶，抛却浮华。繁华荡尽，天地方
显空阔广远。就像少年、青年、壮年
要努力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中年、老
年慢慢放下不必要的负担，方得养
怡之福。而最了解节令季候的农
人，则只顾在收获后的万顷空白上

整地播种，以及时接续起收获与耕
耘、耕耘与收获的往复循环。

炎夏里，我们曾经四处寻觅蓊
郁的浓荫以求得一丝的清凉，但秋
风萧萧吹落了枯叶，瑟瑟吹空了枝
头，却轻易带给人由外至里的寒凉
与舒爽。原来天地通透，风韵自来。

秋日天空湛蓝得像一场彻悟，
也只有这样高远的净空上，行云才
显得那般无所牵绊、去留无意、气定
神闲。四季在变幻中流逝，人生在
顺逆中前行，一个人也只有内心真
正通透，才能真正享有秋天的淡泊
与闲适。

繁 华 淡 成 浮 华 ，浮 华 终 归 空
寂。最喜欢被秋月当空的情景所陶
醉，那时的心境在夜色中变得壮阔
辽远，仿佛自己的一颗心就是这皓
月，如水的月华普照人间，我的心胸
也空明无碍地装着整个天地。

秋天带给人最大的愉悦是凉
爽，最大的启示却是通透。凉爽是
外在的，通透却需要我们内外兼
修。当天地通透、心底透亮，会让人
一下子想通很多道理，领悟很多道
理，内心轻松，脚步也变得轻松。于
是不再留恋四季常青圈养在城市公
园里的花花草草，一有闲就想着去
感受远离城市的山川原野那无边落
木萧萧下的辽阔与苍茫，那里才有
随性的自然、轮回的大道！

学校的走廊别有一番滋味。各样桌子大
大小小，旁人看似杂乱，内行看来却也秩序井
然。嘈杂的背书声，各色书本……坐下来沉
浸其中，好像是共存共生，人人平等。起身后
或湖边散步，或牵手约会，各有各的生活。而
此时，确是在同一走廊上，在同一屋檐下，酸
甜苦辣咸，五味俱全，酿成“走廊文化”，化作
人间烟火。

说说这滋味。闲聊唠嗑是掺杂在乏味备
考日子里的一点光。课间人来人往，走廊里
更是三三两两，放下书本和一脸的疲惫，虽然
不一会儿又要打起精神投入到枯燥的学习
中，但此刻心里却是甜滋滋的享受，拉拉家常
或者和新来的同学招呼一声，也偶尔会对奔
波于各个教室之间的学弟学妹投以酸溜溜的
羡慕，回忆起自己曾经的过往。

最默契的无外乎到了饭点儿，有人提起去
吃饭，随后有人片刻沉默似是不屑，有人略带
迟疑又斩钉截铁地附和，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
看表，不一会儿工夫，楼梯拐角便安静下来，仿
佛从来没人来过，只有桌子规矩地站着。

这酸和甜虽然短暂，但也是种叫人贪恋
的滋味。

考研的生活是苦的，不仅要有“一心只读
圣贤书”的专注，还得有“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的智慧。埋头苦读，或是青灯黄卷，都是
枯燥的岁月里必不可少的。冬天里，桌子上
小纸条不断歪七扭八地铺成一片，和同学也
偶有口角，辣味十足。一把椅子不翼而飞，主
人也不着急，倒是换个角落继续学习，甚至还
起早贪黑。持久战深谙其妙。一天之内，只
需一顿饭的工夫，绝对物归原主。

这类人有好几个，前者不至于是偷窃，更
不是小偷，后者更不是拿他没有办法。只是
一个屋檐下，各自日渐熟络起来，也就放宽了
心。也有的势同水火，却也每天风雨无阻，起
早迟眠地待在一处，久而久之，互不理睬，各
翻白眼，但也日复一日地相处着。

这苦和辣，也是人间烟火的滋味。
冬末春初，走廊上面安静了下来，和初秋

时节大不同，很少有人。尤其是周末，零零星
星的背书声，隔着老远依旧听得字字分明。
不起眼的走廊也是四时分明，五味杂陈的。

而生活中同样要有一把盐，有咸才有滋
味。青灯黄卷，苦中有甜。而这一把盐，正是
中国人传统中讲求的一种“精气神”，是人与
人共生共存的平常悲欢，是寻常里的人情冷
暖，是人间烟火中的人之常情，更是互相理解
和包容。这把盐撒在他们的生活里，日子便
不再平淡。

校园民谣

♣ 申宁歆

校园走廊

人生讲义

♣ 吴建国

常悟使人快乐
人生在于感悟，生活在于领悟。

悟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姿态，它让我
们接近生命的本真，获得生命的质
感。常悟，可以把浅显的生活现象顿
悟成深邃的哲理，也可以把枯燥的琐
事化解成会心的微笑，更可以把繁杂
的事情调侃成睿智的幽默。

人活一生，其实是“悟”的一生。
“悟”贯穿生命的每一环节，充斥每一
细胞，“悟”是一个人在一潭清澈的无
边之水中的游泳技巧。你能潜多深游
多远取决于你悟的能力。这同时也折
射出你生命的价值、质量和重量。杰
出的人一生是宏大和超质的，他在不
断游的过程中不断潜深与拓广，逐渐
领悟深层的东西，并把这种悟融入行
动中，从而使自己真正发生了改变。

处处常悟皆学问，点点滴滴见真
知。悟，不只是哲人、伟人的事，更不
是僧尼、道人的专利，悟属于每一个生
活在红尘中的人。我们在俗世凡尘避
免不了生活之苦、七情六欲、难言之
隐、未偿的夙愿，这些生命的积累构成
一种沉重，就像拽住风筝的那只手，不
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会让我们像风
筝一样随风而起，轻飘飘地随风而去，
还有什么快乐和幸福呢？我们不是哲

学家，能从一滴水中看世界，也不是一
位圣人，从一朵花中就参悟人生。但
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懂得“得失皆为
人生之常”的道理，就会从不同的角度
悟出不同的快乐。

我们凡胎俗骨，自一降生，即感到
外部世界的冰冷、阴森、恐怖与不可
知，于是我们“哇哇”大哭，这哭即是人
类最初的悟。孩童后，我们来到学校，
完成我们一生由生之朦胧向生之智慧
的转换，同时也是悟的提升。以后的
日子，我们睁开纯净的双眸，眼前的世
界为之一亮，我们看到了更多新奇，也
感到了更多迷茫。面对变幻的色彩、
嘈杂的世声、动感的世界，我们在人生
的舞台流连忘返，然而又屡遭悲辛；我
们既为光影诱惑，又为光影拒绝；既憧
憬灿烂前程，又四处碰壁。矛盾、痛
苦、冲突使我们不知所终。

我们离开学校走入生活，由知识

的悟转向生活的悟，这是一种更大更
深更广更能影响人命运的悟，埋藏在
人生深处的玄机奥妙总是需要一双慧
眼去发现。我们只有悟到了人生的真
谛，才可能解开生活的奥秘，排解生活
的烦恼，挖掘生活的财富，搭建自己的
艺术之塔。其实，生活中的奥妙根本
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标准答案，面对
生活的考卷，不同的人解以不同的答
案，演绎的结果千差万别。再加上判
卷的并非同一个老师，境遇参差、水平
悬殊，人生的分数更不一样，这就如同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没有两份
同样的人生答案。人生处处暗伏着玄
机，善悟的人，总能从苦中寻找到乐
趣，从黑暗寻找到光明，从绝望寻找到
希望，从贫穷寻找到富有；不善悟的人
由于懒惰、怯懦、疏离走进死胡同而不
知，自甘认命投降。

常悟，可以把人生的磨难变成一

笔财富。人生经历的路，总有一些不
如意，人的经历就是人生的矿石，生命
的活力在提炼中释放，经历是体验，没
有体验就没有生存的质量，经历就是
积淀，没有积淀，就没有生存的智慧。
所以，人生的真谛在经历中探寻，价值
在常悟中实现，不被一时的绊脚石所
击倒，把这段人生的磨难丰富成一笔
可贵的精神财富。

常悟，是苦思冥想的灵魂迸发。
《四书》中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它明智地告诉我们，一切所“得”
都是安静后苦心思虑悟出的结果。中
国智者的代表诸葛亮在南阳草庐中静
思苦读，在多少个子夜、晨昏陋室，静
观天地之变，苦思人世风云，把握天下
大势，终使欲成大事的刘皇叔虔诚三
顾，留下千古英名。曹雪芹在寂寞的
黄叶村一人独处陋室写出千古杰作，
鲁迅在绍兴会馆缢死过人的老槐树下
寂寞独处写下震惊世界的精品，而陈
景润则在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中摘下
一颗数学皇冠上的钻石……

人生是一部让人反复醒悟的书，
常读常悟，必有所得。常悟，让人变得
聪明、成熟、通情达理，更可以让人生
丰富多彩、找到快乐、收获阳光。

读书犹记十年前（国画） 沈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