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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服骑射”遇到“花岗岩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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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冬林

梅花开得迟。梅花不急。
出门回家，路过一棵蜡梅，正开花的蜡

梅。叶子几乎凋尽，只一树的梅花冷冷淡淡
开在嶙峋的枝干上。开得漫不经心。

此时，冬至已过，万木萧萧，它是独
一无二的芳，独一无二的华。可是，那花
依旧开得谦谦有隐者之气。

迎着那冷香，我走近折了一枝。回家
将梅枝插进淡绿的细颈瓷瓶里。一下午，
梅在书房里，幽幽地吐着香，像是低声部
的吟唱，从楼窗里远远地传来；又带着点
叙事长诗的味道，婉转，朴素。

冬天，在这不紧不慢的梅香里，就此
算是真正地开场了。

记得少年时，外婆家屋后也有一棵蜡
梅。蜡梅是我的大舅栽种的。大舅爱养
花，蔷薇、大丽菊、美人蕉、君子兰，还
有牡丹和芍药……实在是多。我那时一去
外婆家，就爱去那些花边草边转悠，心里
觉得无限明媚。但对于蜡梅，我心里哂笑
大舅的审美。蜡梅那时看起来实在貌不惊
人，完全不像能演绎一段传奇的角色。

外婆的后院，春天里，桃花杏花闹哄
哄地开，气场盛大逼人，狗都安静不嚷
了，终日窝在屋檐下晒太阳。我那时常常
仰面在树下，等花瓣落到我脸上来———
蜡梅呢，只是在吐叶子。吐出来的叶子
也平常得很，惹不起人的兴致。夏天，
篱笆旁的木槿枝上也眨巴眨巴地开起紫
红色的花来。在花少的长夏，细端详那
木槿，也还有几分动人的颜色。蜡梅
呢，叶子倒是和木槿的叶子长得一样
厚，可依旧寒门模样，片花不着。秋
天，沙地上的庄稼收回来了，乡村人家的
门前，桂树终于开花。桂花的香，涨得一
个村子都清甜起来，很有些五谷丰登的意
味。

我站在外婆家的后门槛上，闻着空气
里满溢的桂香，心想：蜡梅啊蜡梅，你怎
么办呢！就这么什么都不交代？

蜡梅依旧缄默着，静静地立在后院
里，人家长叶子它也长叶子，人家落叶子
它也落叶子。它如何知道，一个小女孩已
经在逼视它。逼视它生长的意义，怀疑它
存在的价值。

逼视也无用，怀疑，它也不急。它依

旧安然走着自己的时令，长路迢迢，它似
乎有的是耐性。

不记得是在哪一阵冷风里，忽然就闻
到了花香。好奇寻到外婆的后院，看见落
光叶子的蜡梅树上，有黄色的花朵打开，
三朵两朵三朵，像是各开各的，又像是呼
应着开。更多的是花蕾，一粒粒的，像攥
紧的小拳头。拳头里握着花香，也握着力
量。

梅花到底还是开了！
我站在花树下，闻着冷香，觉得这香

味沉实。若能把花香也拿到秤盘上称称，
梅花的香一定比桃花杏花的香要重。

我回家，给堂姐描述：外婆家屋后有
一棵蜡梅，在冬天开花！好香好香！

实在，梅花担得起这传说！
梅花的传说，是一段用低声部在民间

吟唱的传说，初听平淡，细思感怀。
有些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一段梅花的

传说。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遭遇过漠

视，遭遇过嘲笑，遭受过排挤。就像我对
待外婆家屋后的那棵蜡梅，我无视过它的
存在，哂笑它不会开花，我甚至建议舅舅

砍掉梅树，好让芍药海棠们喧哗地开。
但是，梅花没有抱怨，它依旧静静地

生长，笃定地伸展枝干。它只有一个信
念：我要生长，生长，生长——— 长高，长
粗，长得根脉深深扎进宽广土地，长得枝
叶可以装满一座院子……

长得所有的花都开过了。长得所有的
叶都落尽了。它才长舒一口气，开了。

顶风冒雪，寂静盛开。
是寂静盛开。一朵花一盏雪，一树花

一树雪，即使开得肝胆欲裂，也是寂静盛
开。

苦难太深长了，所以，当最后一抹芳
华独自绽放的那一刻，它是静穆的。

苦难太深长了，所以，已经习惯低
调，已经懂得从容，已经能稳稳沉住气。
最后，当天地将一年的光阴交给它来压轴
收梢时，它已无意哗众取宠，无意显摆炫
耀。

楼下的梅花，依旧在漫不经心地盛
开，漫不经心地凋零。进出小区，我常常
会路过它，我默然走过，觉得自己心上也
开着一枝冷梅。我心上的这枝梅，也没有
委屈，没有抱怨……只有不急。

□ 李 晓

人到中年的冬天，喜欢进入古代过
冬。

在古代，有我喜欢的大雪纷飞，苍
茫的意境，恰是这个季节的背影。

古代的大雪，穿越时光的天幕，一
片一片飘落到我眼前。

古代的天空，农耕文明时代，没有
现代工业的污染，天空明澈高远。从那
样的天空下抬头看雪，以为是从云层里
撒下纷纷扬扬的棉花。

在冬天，我读到一个诗人的诗，她
在诗里说，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大人，
真该把全身的水都拧出来，放到童年的
三岁去过滤一次。于是，我想象古代天
空的大雪，也想置身于古代的大雪里，
用雪花沐浴，用雪水洗一洗，我还要从
精神上遥会一些古代的先贤。

比如那一年最大的雪，被李白遇见
了。

某天黄昏，李白正在北方漫游的旅
途中，他看见大如竹席的雪团从云层里
铺天盖地滚落下来。李白停止了脚步，
扶住一棵北风呼号中的树，开始构思如
何用文字来描述这场盛大的雪。于是李
白说“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
台”，一场唐朝的大雪，让轩辕台银装
素裹。

我想李白在那天晚上，一定喝了不
少酒来御寒，剑眉凤眼的李白，用那一
双醉意蒙眬的眼睛，睥睨着唐朝的万千
景象，但他凝望大雪的深情目光，从历
史的天宇中迢迢而来。李白，我之所以
想与你一同看一场古代的大雪，其实
是想与你雪后喝一场酒，然后转身，
各自天涯。这是我对朋友的理解，不
必过分黏黏糊糊缠在一起。一旦相逢，
或许也有热烈，但很快分别，好比一场
大雪的融化，成为大地之水后，在地气
蒸腾中升入云霄，开始雨与雪的无限循
环。

而今我在冬天深夜的街头，提上一
壶存放多年的老酒，想象一场大雪。找
上几个人围炉而坐，望一望炉火旁那人
红通通的脸庞，听着大雪落在房屋上的
声音，把一壶老酒在沉默之中喝完。然
后披一身雪花，踩着羽化般飘忽的步
履，回到城里自己的家。远远地，我望
见那窗口的灯光，还如古代的红灯笼一
样亮起。有一个人，还在暖暖的屋里等
着我。

我沉湎于古代的大雪，是想遇到盘
桓于内心中的几个古代人士。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这是那年，性格里一直有些忧郁
的杜甫，坐在窗前思考人生。他望见寒
光闪闪的西岭上，堆积着终年不化的积
雪，门前停泊着自万里之外东吴远行而
来的帆船。西岭上的千秋雪，又让我浮
想起古代的鹅毛大雪，落在山顶上沉睡
凝固，成为岁月里雕塑出来的冰山。我
还想问一问杜甫先生，那年过冬的棉袄
是否已缝上，不然在“云来气接巫峡
长，月出寒通雪山白”的大雪天气里，
他那瘦弱的身子骨，如何抵挡一场寒流
的侵袭。

还有宋朝的乡村青年赵仕才，那年
他上京赶考，在柳村，他赶上了一场飘
飘渺渺的漫天大雪。柳村在春天，满村
柳树绿如烟。赵仕才骑着一头驴，那头
驴温良的目光，让我想起故土老井，从
我心上汩汩流过。那场大雪封山，让赵
仕才停下了脚步，被柳村的庄稼人郑樵
挽留在家，就着喷香的煮芋头喝宋朝的
米酒。门帘后，一个娇羞村姑的眼波在
英俊的赵仕才身上顾盼流转。六天后，
大雪融化，赵仕才牵着那头驴，蹚着雪
后的泥泞一步一步走出了山，那个村姑
躲在柳树后，一直目送赵仕才出了山，
从此云海茫茫。两年后，落榜的赵仕才
成了郑樵家的女婿。人间姻缘，因那场
大雪而起，片片雪花里，居然藏着命运
的风向。

后来，赵仕才原来村庄的发小何巩
亮来到柳村看望。何巩亮跋山涉水，一
路风餐露宿，居然走了两个多月。在柳
村，恰好遇见又一场大雪，赵仕才用融
化的雪水烧开后给何巩亮煮茶汤喝。两
人喝着茶汤，何巩亮告诉赵仕才，他爹
死了，随后掏出怀里用布袋装着的泥土
郑重交给赵仕才，说这是令尊坟墓前的
土。赵仕才把脸深深地埋在冰凉的土
里。

这是一个宋朝的民间故事，打动了
我的心弦，因为一场大雪结下的人间情
缘，也因为两个古代男人的友情。跨越
万水千山，去送上一袋朋友亲人坟上的
泥土，那里有故土亲人的血脉搏动。

古代的大雪，其实我是遇不上了。
人到中年，望着镜中自己发际线不断抬
高，两鬓渐渐发白，我明白，这是时光
的雪，开始缓缓落到我头上了。

□ 崔启昌

住村南梢儿的苗婶儿腿脚轻
快，屋里屋外的大小营生一弄出
头绪，她在家里就待不住，总乐
意洗洗脸梳梳头描描眉擦擦粉，

“吱扭”一声出院掩门，有时慢悠
悠，有时急匆匆地往邻居家里动
身挪步。弄啥？闯门子呗！

闯门子在乡下不稀奇，早春
耕种夏锄管，秋来忙收冬日闲，
哪个时序节点间都有闯门子的。
城里人不，要闯门子得掂量来掂
量去费不少脑筋，到头来还不一
定能闯成。住楼高，离地远。楼上
楼下，前楼后楼，甚至推门掩门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门两家，彼
此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不少。

闯门子，也称串门子，字音
不相同，意思却一样，都是起身
挪步上人家家里去。闯门子，一
般没什么大事儿急事儿要紧事
儿，都是庄户人，道个旧情，拉
个闲呱，传个信息，热闹热
闹，交流交流，近乎近乎而
已。乡间，闯门子不分辈分，
小辈可敲门进去长辈家，长辈
也能到小辈屋里去。平辈之间
闯门子没什么讲究，细声轻
语，交头接耳，嘻嘻哈哈，说
天文、道地理，庄里庄外，国
内国外，敞开拉、使劲聊，只
要没急事、不犯困、不害饿，
闯门子就没有收场结束的兆
头。

庄户人早早晚晚跟土坷垃
打交道，一年到头大小心思几
乎都花在庄稼地里头，远地方
去不了，家周边离不开，视野
小，眼界窄，大事不知道，小事
知道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闯门子时的拉呱话题。家长
里短，门里院外，东家三把韭
菜两棵葱，西家半个笸箩一盏
灯，村南鸡毛蒜皮虾子腿，庄
北猫拉狗尿鹅鸭叫，通通成了
庄户人闯门子拉呱聊天中的话
题。炕头上一盘腿，拉呱开了
张，你言罢，他接腔，兴致所
至，唾沫四溅，性急的一时手
舞足蹈也不是没有可能。

苗婶儿年过半百，乡间像
她一样闯门子的人多。当然，
大姑娘、小媳妇往往也是乐此
不疲。年龄相仿，脾气相似，
喜好相投，工夫凑付，闯门子
一拍即合。“庄东崖杨伯家二
嫚又怀上了。”“村后地老朱
家大儿子西服一穿帅得晃眼
哩！”话题一致，共鸣即起，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一阵两
厢咯咯笑，一阵彼此不作声，
望来看去，意思却是你心知她
肚明。村里女人大都如苗婶
儿，屋里屋外转，地头坡上
走，几十年外面的世界步不大
挪，腿不大迈，但在村里却是
日子广、历事长，姊妹们闯门

子找上块儿凑起堆儿，话题总
是源源不断，滔滔不绝。

乡间，男人也闯门子。男
人闯门子不像女人那样说闯就
闯，推门进院，脱鞋上炕，说
话拉呱，不疼不痒。男人闯门
子得有事再闯，得大小弄个仪
式之后再闯。“儿子，去后屋
看看你二叔在家不？就说你老
爹要去闯门子。”儿子得令，
颠儿颠儿出门。信息互通，彼
此知晓。后屋孩儿他二叔连忙
添柴烧水，洗壶备茶，这厢孩
儿他爹穿好衣裳正好冠，弹弹
衣裤浮土，扫扫身上草屑，郑
重其事捯饬一番才迈着四方步
出院掩门，再迈着四方步敞门
进院。

不聊鸡毛蒜皮，不拉虚言
假话，打墙盖屋，耕种管收，
子女念书，晚辈求职，养家糊
口，怎样多得钱与粮，如何伺
候爹和娘，男人们闯门子拉的
呱、议的题，字字接地气，句
句有实情。一说一拉，一问一
答，处事的原则，做人的道
理，如乱麻中抽丝，越抽越
清，越抽越明，直抽得彼此不
再雾里云里，不再水中望月；
直抽得两厢心中愁结散，脸上
浮笑靥。牛羊归栏，月升南
山，男人们的闯门子依然话语
滔滔兴致满满。“媳妇，弄几
个好肴，俺哥俩抿上一壶。”
媳妇听话，转身刷锅起火，切
韭菜磕鸡蛋，拍黄瓜捣蒜泥。
勤快媳妇身手麻利，不大工
夫，四道庄户菜肴端上炕来。
老哥俩碰杯抿酒，举箸吃肴，
闯门子的节奏便愈加慢了下
来。“论持家，论拾掇庄稼，
为弟我就是眼高手低冒冒失失
呀！”“慢慢来，庄户日子得
定好谱、远打算哟！”

闯门子是乡间独特的风
俗，来，不揣坏意；去，不失
真诚，彼此之间手牵心通意真
情浓，话语不藏着，心思不掖
着，双方开诚布公、好孬分
明。乡间，闯门子明道理、增
友谊、强感情。糊涂事，闯个
门子得来要领；迷茫路，闯个
门子眼明心亮。昔年，乡间闯
门子免不了嚼舌头咬耳根，好
事不议论，孬话往外传，闯门
子有时成了起事的导火索，抬
杠的、吵嘴的，弄不利索骂爹
骂娘动手抡掌的都有。如今，
乡间闯门子扬人之长，避人之
短，拉文明呱，说客气话，谈
创富经，聊治家事，各自惬意
舒畅，收获满满，眉开眼笑，
喜气洋洋。

乡间，闯门子是一首声声
不息的好歌，是一帧意蕴丰富
的美图。聆听着悦耳的歌声，
欣赏着悦目的图景，心里常常
会凝起缕缕乡愁。

□ 刘玉林

国人大多讲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虽然说君子群而不党，但一群相似的人还
是扎堆走到了一起，为了相同的喜好，为了
相同的目的，在一个领域摸爬滚打，眼下这
叫“圈子”。“混圈子”是一种时尚。

“文艺工作者”的圈子尤其充满传奇。
有些人说曹雪芹就没有圈子，错了。他老
人家或许是没找到圈子，他老人家要是找
到圈子的话说不定早就大红大紫了，那半
部《红楼梦》就不会散佚。没有圈子哪来的

“新月派”？没有圈子《兰亭序》都诞生不
了，魏晋风流就不会有“竹林七贤”的佳话
流传千古。圈子是价值与规则的制定者，
在圈子里你混个脸熟就成名了，在圈子外
你皓首穷经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

“圈子”是用来“混”的，这“混”大有学
问。

常有人一脸诚惶诚恐让你指教一下
作品，你可千万别上当。人家让你指教就
是让你夸奖几句呢！曾经有个家伙真给人
指教了，微信上说得头头是道，没指教完
人家就把他拉黑了。这就是典型的不懂圈
子。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把人揭了
个底朝天，还叫人怎么混？

常言说“就是棵草茬也得分高低”，何
况是圈子。那个拒拿诺奖的萨特就是个疯
子，还说：“用任何一种等级次序的制度来
安排文学思想，都是反文学的……”他八
成没混过圈子，圈子里是不允许你特立独

行的。你想标新立异风必摧之。常言说“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是啥？圈子也。

小圈子，大舞台。“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它折射的是人间世态，它反映的是人
间的各种表情。圈子里有多少荣华富贵就
有多少穷困潦倒，有多少意气风发就有多
少落寞凄凉。唉，昨天在圈子里还是风光
无限，今朝被踢出去就成了“狗不理”。“我
的东西最好，你们的都差强人意”，“我的
是阳春白雪，你们的都是下里巴人”……
写小说的瞧不起写散文的，玩写意的瞧不
起画工笔的，流行当属“新水墨”，前卫只
有“野兽派”，我们是“学院派”不和跑江湖
的玩……文人皇帝曹丕说过“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苏东坡说黄庭坚的书法是“死
蛇挂树”，黄庭坚反讥他的字像“石压蛤
蟆”。文人是讲究个温良恭俭让的，但文人
也可以是锱铢必较睚眦必报。

这就是圈子，多少人满载而归，多少
人两手空空。多少人为上位到处烧香求神
拜祖，多少人斩获颇丰惹人艳羡得眼珠子
都红了，多少人囊中羞涩眼泪巴巴顾影自
怜。圈子里有奋斗、有挣扎、有摇尾乞怜。
有苟全于世，有得意于投机取巧，有多少
光明磊落，又有多少龌龊肮脏。有多少人
如明珠让人捧，又有多少人如七八岁的孩
子狗也嫌。

有人尝到甜头了，有人迷失了。有人
过气了，有人心态失衡了，终于有人痛定
思痛，圈子不能“混”了，因为事业还是踏
实干出来的。

□ 唐宝民

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汉人都穿着宽
袍大袖的衣服，这种衣服不但浪费布料，而
且行动起来很不方便，特别是在战场上，
就更不方便了。相比之下，胡人的短衣窄
袖行动起来方便快捷，因此在战场上总是
处于主动地位。赵国国君赵雍（即赵武灵
王）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便思考变革的方
法，最终决定向胡人学习，改穿胡服，并
学习骑射。

没想到此决定一经宣布，便遭到了几
乎所有王公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那个
时代，在人们普遍的思想观念中，“中原
王朝”的文明是最好的文明，化外之邦的
“蛮夷戎狄”都是野蛮人，我们岂能向他
们学习呢？赵文、赵造、赵俊、周袑等王
室成员及国家重臣，都纷纷站出来反对武
灵王的主张，认为武灵王改穿胡服之举有
违祖制。向胡人学习，有自轻自贱之嫌，
遵循旧制才是正当的选择。公子成是武灵
王的叔叔，当改革措施宣布后，公子成站

在了保守派一边，和众大臣一起反对侄儿
的改革，而且，为了表达自己坚决反对的
决心，竟然假称患病，不来上朝了，以怠
工来进行抗议。武灵王便派了一个叫王緤
的心腹到赵成家看望赵成，同时转达他的
话。

王緤便来到赵成的府上，代表武灵王
问候赵成，并以武灵王的语气对赵成说：
“我已经穿上了胡服，要这样来朝会群
臣，希望叔叔也穿上它。我之所以决定改
穿胡服，并不是为了纵情享乐，纯粹是为
了国家强大。如今我发布命令改换服饰而
叔叔不穿，天下人就会议论纷纷。因此希
望借助叔叔的威信，来成就穿胡服的功
业，特派王緤去谒见叔叔，请您改穿胡
服！”赵成听完王緤的话后，不悦地说
道：“中原各国是聪明睿智的人所居住的
地方，是万物财货积聚的地方，是贤人圣
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实施的地方，
是《诗》《书》《礼》《乐》得以应用的
地方，是远方人奔赴观光的地方，是蛮夷
倾心向善的地方。现在君王抛弃这些而依

远方的服饰，更易古时的教化，改变古时
的常道，悖逆民众的心愿，激怒学者，远
离中原各国传统，希望君王三思而后行
啊！”

显然，赵成这个“花岗岩脑袋”，轻
易是砸不开的，如果想要使它开窍，必须
用重锤猛力敲击才行。于是，武灵王决定
亲自到叔叔家去做说服工作。武灵王亲自
来到赵成家看望叔叔，同时苦口婆心地做
他的思想工作：“叔叔啊，服装是为了方
便穿，礼法是为了方便行事。不知道的事
不妄加怀疑，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不随便否
定，应该博采众家之长以求完美。改穿胡
服、练习骑射，是为了防守临近的边疆。
这是利国利民利万代千秋的益事，您作为
老臣，作为我的叔叔，应该支持侄儿才对
啊……”

武灵王滔滔不绝耐心细致地为叔叔分
析利弊，摆事实、讲道理，终于使赵成开
了窍，表示要支持侄儿的改革，他说：
“我愚昧无知，没能明白君王的深谋远
虑，竟敢称道世俗的见解，这是我的罪

过。现在我明白了，我完全赞同君王的主
张！”有了叔叔的支持，余下的事情就好
办了。那些守旧的大臣，一看赵成都穿上
了胡服，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也都穿上了
胡服。就这样，在经历了重重阻碍之后，
“胡服骑射”的改革得以推行，此举大大
改变了赵国人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军队的
战斗力，赵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战
国后期唯一能够与秦国相抗衡的强国。

“胡服骑射”这件事，完全是不损害
任何集团利益，而且获益如此明显的一项
改革举措，却遭到了那么多人的强烈反
对，真的让人不可思议。这印证了鲁迅
先生的那句话：“可惜中国太难改变
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
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
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某些抱
着正统思想不放的士大夫的观念里，一
直将改革视为洪水猛兽，某些士大夫集
团已成为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的反对
者，站在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成为历史
车轮呼啸前进的绊脚石。

□ 董国宾

人们习惯向前看，其实后面
也有阳光和明亮，甚或有生命的
出路和出口，有时候向后看就是
向前看。

美国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
试验：在两个玻璃瓶里各放进5
只苍蝇、5只蜜蜂，然后将瓶底
对着亮光，瓶口朝向暗处。几个
小时之后，5只苍蝇从瓶子后端
暗处找到出口，爬了出来，5只
蜜蜂全都撞死。科学家分析认
为，蜜蜂把有光源的地方看作唯
一出路，每次都朝同一方向飞，
而苍蝇不死是因为盯着那点儿亮
光，碰壁后知道向后看，因而得
以逃生。

一个乘客急于参加职场面
试，匆匆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
车司机得知情况紧急，必须在最
短时间内到达职场应聘处，于是
掉头往后走。乘客手指前方，惊
呼道：“我要去的地方在前
面。”司机赶忙问：“你要走最
短的路，还是最快的路？”乘客
疑惑不解：“我要最快到达，最
快的路难道不是朝前走？”司机
回答：“前面的路最短，但不最
快。现在是上班车流高峰期，最
短的路交通拥挤，弄不好还要堵
车，会误你大事。”司机又说：
“掉头向后走，驶上宽阔快车道
再往前走，才是最好的选择。”
果然，选择适宜的行走路线后，
出租车快速行进，一路畅通无

阻，顺利将乘客如期送达面试考
场。

公交车站台上，一位满脸忧
郁的中年妇女在等39路公交车。
她看见驶过来的56路公交车上，
两个拄拐杖的残疾人艰难地被一
个年轻人扶下车。这两个残疾人
一个拄双拐，一个拄单拐。拄双
拐的残疾人一条腿高位截肢，大
腿根鼓起一个裤结。另一条腿抬
步时，外撇一下才能着地。拄单
拐的残疾人两条腿细瘦弯曲，
畸形特别明显，挪起步来十分
吃力。中年妇女近些年来遇到
不顺，总是郁郁寡欢，愁容满
面，像一堵高墙遮挡了视线。
当这两个残疾人出现在她面前
时，她突然明白过来，生活中
自己总感到不幸福，不完美，
总喜欢与跑在前面的人作比
较，忽略了后面还有一些人，
连最基本的挪步行走都异常艰
难。而自己呢，体质健康身体健
全，曾无数次在旋转的舞池中，
优雅地展示轻盈的舞步，多么美
好和甜蜜啊！中年妇女终于豁然
开朗了，坐在39路公交车上，目
视着窗外的蓝天一路坚定地随车
前行。

让心灵转个弯，在生命的跋
涉中学会向后看，是一种智慧人
生。人生的节点上，不妨回一下
头，适时地向后看，或许能走出
命运的劫难或低谷，或许能走得
更快和更好，有时候向后看岂不
是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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