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热爱体育活动。回想起来，说句不怕闪了
舌头的大话，“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也曾有过。
比如，有一回，我从篮球场这端的栏下，右手执球
在腕，猛一抡臂，向另一端的篮板掷去。那球划出
美丽的弧线，坚定不移地秉承我的意愿，不偏不
倚，“唰”的一声，正中篮筐。一生中就这么远距离
投过一次，命中率是一分之一，亦即百分之百，或
可算得上小小的奇迹了。或曰：你那是蒙的。这话
我不反对。然而我还是要说，别人也蒙蒙试试，只
怕蒙一百次也未必能蒙中一次。我为一蒙而中
即偶然性的特别垂青深感高兴。不过，这里我不
说这个方面，要说的是“夜走麦城”的几件事情，
以为换一下读者阅读“我的健身故事”的口味也
未尝不可。

小时候我有个偏好：在房顶看我的一群鸽
子飞翔。一天，我在与小伙伴比赛爬梯子——— 竟
然是比赛爬梯子——— 后回家，见我的一群鸽子
在西屋房顶上嬉戏，而且西屋门旁恰好立着一
架梯子。我就抬脚踏上梯子的横踏板往上爬去。
因为脑子里装着比赛爬梯子的情景，手上脚下
不由加大了气力。心想，我倒不妨上下多爬几趟，
兴许再跟小伙伴比赛会有长进。爬到房檐，因为
用力过猛，竟然把用钉子钉在梯子竖杆上的横
踏板拉了出来，我便身不由己仰躺着摔下。半空
中砸断了大人拉在院子里用来晾衣服的一根豆
条(不知道何以叫做豆条)。父母听见动静，慌忙
从屋里出来，我却翻身爬起，一溜烟往家后跑去。
一个星期后方才感到腿痛。见我一拐一拐地走
路，小伙伴们问怎么回事？我告诉事情的原委，没
人道声“险”，有人谓我“笨。”“从房上摔下来没
事，还笨？”我不服气。“从房上摔下来，不笨？”他
们反驳。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的操场边埋上
了双杠。乡里的孩子，没谁见识过体操运动员是
怎么玩双杠的，于是就各自创造。不久，“跨杠追
逐”的玩法，成了许多同学的首选：双杠一端一
人，说声“开始”，各自跃起，上杠后将身子从右边
翻下，跑向另一端做同样的动作，看谁能追上谁。
我是低能者，但也觊望优胜，就瞅着没人的时候
前往练习。忽然想到自己也创造种新的玩法，就
把两条腿分别挂上了左右两边的横杠，头朝下
悬垂，然后伸直两腿，用力外撑，完全靠撑力担负
悬垂着的身体重量。呀！我成功了。想犹未了，头
顶触地，就听脖子“刺啦”的一声，顿感喘不过气
来。但我终于又喘过了气来，拍拍身上的土，回到
教室。怨不得“沾沾自喜”
只派贬义的用场。我不过
刚沾到了沾沾自喜的边
儿，就吃了这样的苦头。
幸亏双杠不是太高，不然
的话后果就难说了。没有
别人在场，要有的话，不

知我有没有兴致这样打趣：“怎么样？敢不敢也这
么来一手试试？”

我那时在禹城师范上学。虽然时值三年困
难，县里仍发下通知：某月的某日至某日，在县城
开全县的体育运动大会。听到这个消息，我在心
里嘀咕：同学们都吃不饱饭，少有人不患水肿，大
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不动，怎么还开运动会呢？
积极性自然不高。我既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也是
校排球队的队员，一身二任，届时出征。及至到了
县城，放下行李吃饭，这才觉得，这个运动会开得
实在是好，实在太好，实在真太好了：小米面大窝
窝头，尽吃管饱！竟然尽吃管饱！

我在别处说过，对于饥饿的感受，是否经历
过三年困难时期长时间挨饿的人，有着质的区
别。一者，是通常的饿，饱然后餍；一者，我谓之“超
饿”，假如有敞开肚皮的场合，撑而不饱，老留不住
嘴。运动会上的小米面大窝窝头，小山也似，同学
们托在手里，一个个吃得那真叫爽！既无饱的感
觉，超量自不待言。一个个手抚着肚子，腰弯不下
了。如此这般，是只适于仰躺在铺上，望着天花板
打嗝儿，可这是些运动员，必须到场地里蹦蹦跳
跳。别人不说也罢，反正我在参加篮球比赛的时
候，跑不敢快，跳不敢高，胃里的酸水不住地往上
冒。现在想来，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那种表现，可说
是在所难免，但那时则觉得丢人，太丢人了！我个
人揣度，县领导让运动员放开肚皮吃饭的决定，
不知下多大决心才作了出来。

我已年近古稀。回想有生以来的作为，于“愈
挫愈奋”这话，别的方面一概担当不起，惟参加体
育活动或可成一例外。证明就是，时至今日，我仍
然不曾放弃，只不过具体的活动内容变了。这是
体育的魅力使然。我从孩提时代就热爱体育活
动。上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直到退休以后的今
天，依然热爱体育活动。除此而外，没有哪一样别
的什么活动也坚持如此之久。这也是体育的魅力
使然。置身体育活动，心灵成最佳状态：或惬然自
足，有如怒放的花朵，或激越澎湃，有如奔突的山
泉，或舒展放逸，有如群鸽的飞翔，或闲适淡定，有

如天边的云霞，什么忧愁烦恼，通
通抛向爪哇国了。不错，这还是体
育的魅力使然。所以，我说，体育不
光健身，而且还能养心。与体育
结缘的人生，是健康美丽的人
生。与体育绝缘的人生，太过辜
负了人生。

文/于冠深 (山东济南)

单位例行查体，一直感觉头晕、乏力的我被查出
心脏出了点小问题：心律不齐。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频
繁发炎的扁桃体。经过一番药物救治，医生还给出了
一个运动健“心”的建议：可以长期坚持慢跑、散步或
者跳舞，但一定要避免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并且每天
醒后不要急于起床运动，一切动作要以舒缓为主。

心脏是身体里最重要的器官，我岂敢大意。就听
信医生的建议制定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健心计划：每
天早晨起来到公园慢跑半个小时，中午步行上班权
当散步，晚上跳跳舞；然后再配合合理的营养搭配和
多吃些能强健心脏的饮食；以期通过合理的运动和
饮食调理能够摒弃药物，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计划
如期执行，慢跑和散步很容易，晚间的跳舞却犯了
难。

虽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过跳舞，但在我工
作的那一亩三分地界里，根本没有个跳舞的去处。
那时候，大城市都开始流行在大街上跳舞，但在我
们那个小县城里，跳舞还是个贬义词。整个县城里
只有一家舞厅，建在一栋大楼的最高层，门可罗
雀。大家的观念还很保守，到舞厅去跳舞的女人都
被看做非良家妇女，到舞厅跳舞的男人当仁不让
被看做是花花公子。所以好人家的女人是不能光
顾舞厅的。因此，我虽想跳舞，可想想世人的眼光，
打死我也不敢去舞厅跳去。没办法只好在家里拉
先生凑合跳上一曲。好在先生也是一名舞蹈爱好
者，在大学时还是个舞蹈王子，跳得相当好。为了
我那颗铁血丹心能早日康复，先生只好牺牲他一
部分宝贵的时间，在家里陪我跳舞。没有专门的舞
台、没有旋转的霓虹、吃完饭后把茶几沙发搬走，
在电视柜上放上一个小录音机，悠扬的舞曲响起

时，三步、四步，伦巴、恰恰轮换着，就跳出了一个个
火热的音符，直跳到汗流浃背为止。有时候，他不在
家，我就跳两下抽筋舞，舒活舒活一下已有些僵硬的
筋骨。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心律渐渐回归正常，但晨起
跑步、午间散步却成了习惯。只有跳舞，因为舞伴的
不配合不得不在康复后停止。但数年后，我又有了跳
舞的新天地。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街舞出现了，那动
感的音乐，舞动的旋律让诸多的年轻人着了迷。接
着，广场上、商场前都出现了不同年龄层面的舞者，
三步、四步、秧歌舞、扇子舞、拉丁舞……一时之间，
扇子翩翩、彩绸飘飘，人多时，上百人一起跳，那情形
令人眼花缭乱，那气势敢于吞河山。我再也不用担心
没地方跳舞，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舞伴，更不用担心别
人背后的闲言碎语，因为，大家和我一样对跳舞有了
全新的认识：它就是一个健身娱乐的好项目。

现在，我每晚都坚持跳舞，还送孩子去学习拉丁
舞。“心”随“舞”动，舞出了健康、舞出了青春、舞出了
活力，舞出了好心情，舞出了幸福快乐的一生。它不
仅成了我的最爱，还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追求、一种
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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