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笑我，我是个慢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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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孔明

诗 歌 赏 析

春风，亲吻着山脊

山坡，睁开惺忪的眼皮

苜蓿，总是和母亲一样早醒

拨开枯草

点燃炊烟

哪怕是一星半点的芽

也能释放出久违的绿意

苜蓿是草，也是菜

春荒里最难忘却的记忆

母亲的叮咛

和她一块生长

风筝，就从那草绿的山坡升起

至今，她还在把我喂养

味蕾里一直埋藏着

母亲的温语

清明的雨中，

我走向那块草地

母亲和苜蓿

已经成为一体

那里已经成为牧场

宽阔的胸膛，风吹草低

花甲之年

我还是那只羔羊啊

踉跄向前，跪倒在地

母亲·苜蓿 ■杨惠强

不知何时

鸟儿嘴里

衔着的花种

遗落在了绝壁悬崖

这粒粒种子

借着春风春雨

在石缝之中

长出了一颗颗嫩芽

绝壁逢生

它要想活命

只能向着岩层

拼命地把根儿深扎

幼小的嫩芽

也渴望着长大

它不怕严寒酷暑

也不怕风吹和雨打

恶劣环境下

它追逐着阳光

终于逐渐地长大

开出了美丽的山花

美丽的花朵

开在了石缝悬崖

它这种顽强的精神

给人们以教育和启发

美丽的花朵 ■闲者

头顶浩瀚的苍穹

傲然挺立

像一尊雕像一样威武

任凭风吹雨打

依然纹丝不动

永远矗立在如潮人流中

誓与天公试比高

远眺巍峨的秦岭

自信张扬

像一束光线一样闪耀

任凭左遮右挡

依然清晰可见

永远坚守在如歌印象里

誓保平安永相伴

耳听雄浑的钟声

神清气爽

像一曲赞歌一样响彻

任凭岁月流逝

依然雄浑悦耳

永远存储在记忆脑海中

誓与祥和紧连随

诉说真情的话语

亲切自然

像一股暖流一样流淌

任凭百遍千问

依然和蔼温和

永远绽放在青春的芳华里

誓将和谐铺满地

脚踏厚重的历史

昂首阔步

像一腔热血一样滚烫

任凭年华更迭

依然源远流长

永远奔腾在岁月的长河中

誓与古都共荣辱

欣赏璀璨的夜景

如痴如醉

像一抹绿色一样养眼

任凭斗转星移

依然光鲜靓丽

永远活跃在万家灯火里

誓为百姓不言悔

美“警”
■ 张庚元

最近，在翻阅旧刊时，在一本《读者》杂志上读

到莱昂纳德·科恩的《慢》，不禁勾起了我四十多年

前的记忆。那时，我正在西沟河大队的山嘴子小学

上学，因我是慢性子、说话慢、走路慢，甚至就连吃

饭喝水也慢，所以荣获了当时在学校任负责人的王老师

所赐的那句话：“宁叫湿了衣，不能乱了步”。

如今想起来，实实地叫人好笑！

“我放慢语速，我从不贪快。你想快速抵达，

我想最后才到。我总喜欢慢一点，我妈妈常这样

说。我系紧了鞋带，可我不想奔跑。我想踏着我的

节奏抵达，我不需要发令枪。”看看，这不是明显地

写我小时候的慢生活吗？那时候，我说话慢溜溜、

走路慢腾腾的，每天从家里到学校时，上课铃声都

响了，其他孩子像长了翅膀一样飞着向前跑，唯我

一人仍像没听见一样，以前该咋走现在仍然该咋

走，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向学校走去，那站在校

门口的王老师第一回看见了，没有吭声。第二回

看见了，也没有言传。三四回看见了，实在忍不住

了就堵在校门口吼出这句：“我说刚振啊，你真是

‘宁叫湿了衣，也不能乱了步啊！’”逗得学生们哄

笑起来。

放学后，几个小伙伴跟在我身后，学着我走路

的样子，嘴里喊着：“宁叫湿了衣，不能乱了步。”我

生气了，回头真想狠狠地揍上他们一顿，可那几个

小伙伴“唰”地一下摆开架势，大有气吞山河之势，

我一看就软了。你们叫啊，喊啊！反正你们再叫再喊

我也没少胳膊腿的，还把你们喊得困的，回家还得

多吃一碗饭，划得来吗？从此以后，有人再这样喊

我叫我倒也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你想，学校300多
名学生娃，王老师咋就偏偏地给我送了这个称号呢，

你们谁想得还得不上呢。

后来，以前咋样走现在还是咋样走，而更多的

时候是边走边想问题。

再后来，我走上社会后，做任何一件事我也是

不慌不忙，三思而后行，往往取得成功的系数很

大。尤其是搞文学创作，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

地去磨，才能磨出好的作品。“欲速则不达”，当你

想要抵达一个目标时，首先要瞄准这个目标，然后

得一步一步稳稳地向他迈进，才能取得最后的成

功。世上再高的高楼，也要平地起，先打牢打实地

基，然后才一砖一砖地往上垒啊。只有这样，建好

的大楼才能稳如泰山！

随着年龄慢慢增加，我才真正地懂得了“宁叫

湿了衣，不能乱了步”的真正含义。“我放慢语速，我

从不贪快。你想快速抵达，我想最后才到。”

以言为上，谓之让。人生在世，不让可乎？可，不

可，取决于怎么看、怎么想，因人而异吧！与人为善，

让是不二法门；争强好胜，让被视作软弱。古往今

来，数千年沧桑，回头看，一目了然：国与国之间，战

而和，不战而和，都少不了让。人与人之间，何尝不

如此？让，言归于好；不让，鱼死网破。让，天高地阔；

不让，冤家路窄。让，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让，上天能

饶过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不让的结果，就是把

好处拱手让给旁人。

我想起了北宋。宋时，文明有目共睹，老百姓安

居乐业。但北边被两国割据，一个是辽，一个是夏。

相对宋而言，辽、夏文化落后，尚武，颟顸而蛮，俱觊

觎中原富庶，时常侵扰北宋边境，边民苦不堪言。宋

若是汉唐，那肯定打，打到臣服为止。但宋不是汉，

也不是唐，且尚文。也用武，但力不从心，欲求相安

无事而不能。靠武力难以长治久安，只能退而求其

次，那就是求和，也就是让；不让，和无从谈起。公元

1005年，宋战胜辽，为求一劳永逸，宁愿退让一步，
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答应每年给辽一定数量的

银、绢作为补偿，前提是盟若兄弟，不起干戈。此后

一百年间，两国果然不再交战，而是互通有无，双边

贸易繁荣得空前绝后。生活在这一百年里的人，无

论辽、宋，不说幸福，起码幸运！

后人有非议澶渊之盟者，说宋以战胜之国，订

此不胜之盟，是屈辱、软弱。说此话者，不蠢即坏，至

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百姓福祉不管不顾，打一百

年仗就是爱民、爱国？打仗打的是钱，牺牲的是生

命，负担最终转嫁给老百姓，这是常识，更是事实！

相对军费开支而言，每年给辽一点银、绢，如同毛毛

雨，这些钱通过贸易不但能赚回来，而且还赚得国

库盈余，更借此藏富于民，何乐而不为？就算辽与宋

合并，宋对辽地百姓焉能不管？每年救济不会比此

少，只会比此多！以战胜之国，定和好之盟，乃是智

者之举，恰合治国之道，理应礼赞才是。宋辽之盟，

把“让”字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发挥到了极致，结果

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再者说，不让，也得有不让的实力和底气。打不过，

还死缠烂打，那是死狗，不是狮子。死狗不怕死，那

就是找死，迟早被捶死。强者示弱，不是真弱，是对

弱者的一种怜悯；强者怀柔，不是真柔，而是以柔克

刚。强者逞强，恃强凌弱，必使弱者联手对抗，结果

不但可能被孤立，而且可能被围殴。狮子乃草原之

王，遇见猎狗成群结队，已经到口的猎物也不得不

放弃。不可一世，肯定久难存世。至于弱者逞强，不

异于以卵击石。逞一时之快，被消灭得更快。对弱者

来说，让是不得不；对强者来说，让是不能不。唯有

一个让字，才能强弱相济，各得其所。

又想起了一个网络寓言。一只红羊与一只黑羊

在独木桥上相遇，互不相让。桥下是万丈深渊，跌落

下去万劫不复。黑羊是个老光棍，一无所有，且身患

绝症，即使掉下万丈深渊，也满不在乎；红羊是个年

轻的成功者，拥有万贯家产，白白搭上性命，真不划

算。红羊不愿死拼，便选择了退让。黑羊表面上好像

是赢了，身后或许还赢得一片声喝彩，但除此而外，

他还能得到什么？它还得继续黑下去！红羊表面上

好像是输了，或许周围不乏一片声喝倒彩，但除此

以外，红羊失去的是无妄之灾，不但丝毫未损，而且

杠杠的，还会继续红下去！

道理是明摆着，想做到让并不容易。让不会凭空

而来，需要社会培养，需要文化滋养，离不开自我修

养，是一种得天独厚的素养。文明社会，让作为一种时

尚，若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不和睦而何？意见相左，

针尖对麦芒，不会有结果，有也是恶果，就如同顶牛，

非两败俱伤不可。若互让，至少有一方相让，那情形势

必逆变，顷刻间化干戈为玉帛。人不能都做乌眼鸡，见

了就鹐仗，鹐得满鸡冠都是血。好斗的公鸡固然威武，

结果多半不妙。杀鸡吓猴，首选必是好斗的公鸡！此中

没有玄机，只有逻辑。“擒贼先擒王”，就这么个理，贼

不服气，也没脾气。打架斗殴之辈，多是好吃懒做之

徒，与他们谈让如同对牛弹琴，不让他们，必会消灭他

们。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不喊打也是老鼠，不被猫逮，

也被猫欺！猫不会让鼠，因为猫是鼠的天敌。把人做成

鼠辈，人不齿也，让或不让，都无所谓了！

回到让字：以言为上，可见让离不开言语。一些

不让，其实就是口舌之争；嘴上不饶人，争必然升

级；嘴上留情，最能留住人心。谦谦君子，为人谦卑，

说话和风细雨，让已在其中矣！孔子温良恭俭让，才

成了万世师表。做人能让，便是仁者。孟子说：“仁也

者，人也！”做人不好吗？求之不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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