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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小口小口吃着饼，妹妹走来，
眼馋地看着。她笑了，小心翼翼地
把饼掰开。突然，一阵尖锐的疼痛
在身体里蔓延。饼随着她的惨叫掉
在地上，在泥土中挣扎着滚了滚，她
知道，自己又骨折了。

她叫魏瑞红，是个患了脆骨病
的易碎的“瓷娃娃”，或许在她大笑
的时候、打喷嚏的时候、踢被子的
时候，骨头就会碎裂，隐藏在她身后
的疼痛就会一跃而出，侵占她的身
体。她不能行走，更不能奔跑，常年
坐在一辆轮椅上，频繁的骨折使她
的腿肌过早萎缩，骨骼畸形。所以
她的身高只有 1.1 米，体重只有 30

公斤。
她出生 28 天就骨折了，被裹成

个小粽子，哭声震天动地。医生委
婉地劝家人放弃：“她活不过十一二
岁，就是疼，也得疼死。”爷爷发火
了：“这是什么话？就是小鸡小狗，
也是一条命，来到俺家也得好好养，
何况是俺的亲孙女！”

最终，病也没治好，但是她却像
墙角的野草倔强地活了下来。她想
去读书，母亲就抱着她到学校去，然
后再下地干活。母亲一天要抱着她
在家和学校之间跑三个来回。春去
秋来，她在母亲的怀抱里完成了小
学初中的学业，以全校第五名的成

绩考上了广平一中。但是一中离她
的家有十里路，十里路对于孱弱的
母亲来说根本无法用脚步去丈量，
但她不愿放弃，就开始在家自学高
中课程，骨折的疼痛依然伴随她左
右，但乐观向上的她却说：“那是生
命拔节的声音。”

渐渐地，一个新的目标在她头
脑中清晰起来，她开始自学北京大
学心理学专业课程，准备报考自学
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一年
半时间内就将 16门课程全部完成，
并顺利通过自学考试。老师们都
说，她创造了自考史上的奇迹。之
后又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她先后
获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二级
资格证。

当成功的喜悦接踵而来时，她
没有飘飘然。她忘不了，漫长艰辛
的求学路上，身旁的亲人和陌生人
给予她那浓浓的爱。这爱像火炬一
直被传递着，陪着她走过漫长漆黑
的人生路。浸润在这大爱中，她的
心没有像雪野一样冰冷荒芜，而是
充盈着鸟语花香。她决定要把爱毫

不吝啬地献给身边需要的人。就像
蒲公英的花种，在风的传播下，美丽
整个春天。

她开办了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和
学习小屋，用知识和智慧为迷失的
人点亮人生。某大学一个患绝症的
男生，生命危在旦夕，在绝望中把电
话打给她。经过她的不断鼓励，男
生勇敢地活了下来，重返大学校
园。她虽然失去了行走能力，却一
心要为社会创造价值，用爱去温暖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已经骨折过31
次的她曾说过“世界以痛吻我，我要
回报以歌”。

然而，就在生活的路渐渐明晰
之际，她又遭遇了新的坎坷。突如
其来的新疾病“脊髓空洞”让她几乎
无法坐立，访遍北京的各大医院也
无果。她不得不回到邯郸养病。“瓷
娃娃”病友张大铭在意大利接受了
手术，并把一个好消息带回国内：她
的病在意大利能治！一丝希望的光
照进了现实。然而，约四十万元的
花销却成了横亘在眼前的难题。这
一次，她渴望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筹集手术费拯救自己，重燃生命和
公益梦想！

但她不愿接受无偿援助，而是
要用尊严筹款。她是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除了知识和经验，以及内心
的爱，别无长物，所以她选择兜售自
己生命中的4000小时。她在网上出
售 4000 张售价 100 元的爱心券，为
自己筹集手术款。待病情稳定后，
爱心网友可以享受 1小时的心理咨
询服务。

她一路泪水却一路微笑，一路艰
辛却一路欢歌，她曾在 15万字的自
传体小说《玻璃女孩水晶心》里告诉
读者：“生存的本身就是一种美丽。
一个懂得生命意义的人决不会终日
沉陷于对遭遇的哀叹中，他能把握住
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去捕捉每一
个跳动的希望。”她也曾在诗中写道：

“不要惧怕乌云，乌云是为了让你为
光明欢呼。”

是啊，那些荆棘挂衣、暗夜恸哭
的艰辛这一生谁都会遇到，但不要
怕，勇敢征服挫折，你会发现阳光已
灿烂成海。

生命拔节的声音

远方一位大学同学打来电话向
我诉苦，说自己最近比较烦，一点
都不想当老师了，看看身边不当老
师的人过得都那么舒服，觉得干什
么都比当老师强。我听后只是笑
笑，细想想，大学毕业已十年有余，
正如婚姻中的七年之痒，对工作产
生厌烦情绪很正常。我并没有过多
地劝她，只是向她讲起另外一位大
学同学小郑的故事。

我们三个都是大学同学，小郑
和我很要好。毕业后我们都回到农
村当了中学教师，彼此也经常联
系，相互鼓励。刚参加工作时，小
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心扑在
教学上，不分昼夜研究教材和教学
方法，成绩一直很优异，在当地也
小有名气。小郑成了领导和家长夸
奖的对象，成了同事们学习的榜
样。最初几年，虽然过得很清贫、
很累，但他觉得很充实、很快乐。

渐渐地，刚上班的新鲜劲儿消
磨没了，小郑开始羡慕那些在乡政
府上班的人，总觉得行政工作挺

好，开始懒散起来，有时候连课都
没有备就走上了讲台。要知道，教
书育人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久而
久之，小郑在工作上的失误多了起
来，头上的光环和心中美好的希望
变得暗淡了，失去成就感的小郑对
自己神圣的职业产生了厌烦，厌烦
之余便寻思着早日另谋他业。

终于，小郑迎来了一次考乡镇
公务员的机会，而且还顺利地考取
了。初到乡政府上班的小郑看什么
都新奇，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意
思的，在心里暗暗树立了“服务基
层，奉献人民”的宏大志愿。的确，
乡里的工作没有学校具体，也就没
有了过去精神上的紧张和平日里的
繁忙，而且工作之余同事还经常聚
在一起喝点小酒，悠闲自得。小郑
曾几次在喝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向我炫耀他如何惬意自在，庆幸自
己终于脱离了“苦海”。

过了不到一年，突然有一天，小
郑打电话给我，言谈中全是抱怨，
也带着些许无奈和自卑，还不止一

次地问我：“怎么会这样？没事了
感到空虚，做事了别人在背后议
论，甚至还有人当面指责，我真不
知道该如何做人了。”那天我们聊
了很多，可他始终听不进去我的劝
说。

再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暂
时不上班了，和表哥合伙开了一家
生活超市，并且兴奋地表示，他将
大干一场，做一番属于自己的事
业。我听了也很高兴，祝贺他英雄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学里他就
有经济头脑，经常在宿舍推销些小
日用品之类的东西。然而，出乎我
的意料，没多久，因为和表哥在经
济上的互不信任，他们的超市被迫
转让了。

小郑在去南方打工之前，和我
通了一次电话，感慨地说：“真羡慕
你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下去，
经历这么多，我才真正认识到干哪
一行都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我总
用羡慕的眼光欣赏别人，却忽视了
自己身上的风景。”我说：“是呀，咱
们大学时候不是最喜欢卞之琳的
两句诗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
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
梦。要知道，当你羡慕别人这好那
好的时候，其实有不少人也在羡慕
你。人生匆忙，我们习惯了羡慕别
人，却不懂得用羡慕的眼光欣赏自
己，才徒增了许多烦恼。”小郑去南
方了，至今杳无音信。

我把小郑的故事讲完，电话那
头的同学喃喃地说：“你说得对，其
实干啥事都不容易，只有用羡慕的
眼光欣赏自己了，才能沉得下心，
才能让阳光永驻心间。现在想想，
周 围 还 真 有 不 少 人 挺 羡 慕 咱 们
的！”

用羡慕的眼光看自己
◎尹红岩

我的相册里收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我
和大诗人贺敬之柯岩夫妇的合影。

最初认识诗人是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每当朗
读《回延安》，我和同学们都会热血沸腾，激情澎
湃。那朴实的句子、真挚的情感和向上的精神，令
人鼓舞，催人奋进。从那时起，我就对诗人充满了
敬仰，然而没有想到的是，2001 年春天我竟有幸
见到了贺老夫妇，并真切地认识和了解了他们。

2001年，贺敬之夫妇慕名到河南省工人温泉
疗养院疗养，当时我任疗养院组宣科长，在服务和
接触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诗人的平易近人。

当时疗养院的条件还比较差，疗养人员都是
在大餐厅就餐，为了不影响贺敬之夫妇用餐，我
们单独为他们安排了雅间。贺老得知后语重心长
地说：“这里的条件比革命年代已经好太多了，不
需要另外安排！”朴实的话语反映出贺老高尚的情
操和优良的革命传统。

贺老在革命战争年代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
每天需到理疗中心做按摩和熏蒸治疗，为了不耽
误他的时间，我们交代理疗医师给予其照顾。贺
老得知后，严肃地说：“我是一个疗养员，决不能
搞特殊。”贺老在疗养院疗养38天，总是独自到理
疗中心排队治疗，从不搞特殊，以至于《歌汝州温
泉》发表后许多疗养员才知道这位病友就是大名
鼎鼎的贺敬之。

和蔼可亲，情注温泉。贺敬之夫妇给我的感
觉是高尚的、朴实的、伟大的。每次见面贺老总是
笑容可掬，话语温和，特别是病愈离院时主动邀我
们合影留念。贺老对疗养院的感情更是深深倾注
于长诗《歌汝州温泉》：汝州温泉天下优，地心人心
贮暖流，泉水疗我半生疾，春风减我世风愁……

今年6月14日是《歌汝州温泉》在《人民日报》
发表十五周年，手捧与诗人合影，崇敬之意、思念
之情更切，真诚盼望诗人再沐汝州温泉，再赋激情
长诗。

一张珍贵的照片

一场中雨淅淅沥沥下了一
夜，清晨起来，看见窗外昨天还
娇艳盛开的花朵已然被雨滴打
得黯然垂首。曙光脱离了阴沉
云雾的束缚，正悄悄地将红日
的光辉向世界倾洒。晨风裹挟
着一种温润、潮湿的气息，混杂
着泥土的甘甜和花蕊淡淡的清
香，诱惑着人们用力地抽动鼻
息。人们带着满足、惬意的笑
容在自然中漫步，一边浏览着
暮春时节独有的风景，一边在
心里回望着春天。

其实，春天的脚步来得轻
轻，走得也匆匆。在我们还没
有真正感受到她所带来的愉悦
的时候，她就悄悄离去了。难
怪有词人抱怨：惜春长怕花开
早，何况落红无数！是啊，发现
春天，总是在不经意间。当我
们从干枯的枝头蓦然看到纤细
的嫩芽；当我们倏然感到拂面
的轻风不再凛冽刺骨；当我们
听到河里的冰面在嚓嚓作响解
冻时，春天就到来了！她兴奋
地到处跑着，用稚嫩的嗓音欢
快地唱着歌、扭着纤细的腰肢
跳着舞。在她曼妙的歌声和轻
盈的舞步中，万物开始从冬日
的沉寂中慢慢苏醒。经过了一
个冬天的蛰伏、积淀，万物终于
等来了蓄势待发的机会，只盼
望着那一袭柔和的春风吹来！

于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才
有了这难忘的春意盎然。嫩芽
长成了碧绿的叶瓣，枯枝伸出
了长长的枝蔓，生命的勃勃活
力在自然中傲然呈现出来。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也
是万物春情勃发的季节。它们
凭借着上苍赋予的能量，将自己
旺盛的精力毫不掩饰地展示出
来，去完成生命延续和繁衍的神
圣使命。

春天也是四季轮回的又一
个开始。多少人难以掩饰对春
天狂热的爱，所以才用那些充
满热情和溢美的词句来描述春
天。更有文人墨客在暮春的时
候怀念春天、回望春天。黄庭
坚词曰：春归何处？寂寞无行
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

同住。惜春之情溢于言表，似
乎又显得无奈。葛长庚词曰：
又是春将暮，无语对斜阳。语
气中竟有悲凉伤感之情。辛弃
疾词曰：更能消，几番风雨，匆
匆春又归去。语气中仿佛有嗔
怨之意，其实是那风雨无情，并
非春天不解人意啊！那位冯延
巳还假借闺怨女子的口吻说出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
不道春将暮”这样相思缱绻的
词句来。

很多时候，我都会感叹世
间万物的奇妙存在，尤其是对
分明、周而复始的四季感到敬
畏。许多弱小的生命就是以四
季为一个生命周期，从春天的
诞生萌芽到夏日的成长，再到
秋日的成熟，最后是冬日的消
亡。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自
然都是公平的也是吝啬的，她
将繁衍兴衰都用时令节气表现
出来，限制起来。

在我的认识里，春天宛如
一个活泼快乐的小姑娘，将明
媚 的 春 光 任 性 地 洒 向 大 地 万
物；夏天则像一个须眉大汉，以
蛮力和暑热催促着生命的茁壮
成长；秋天则好比一个形只影
单、柔弱伤感的女子，让我们在
肃杀之气中寻找心灵的抚慰；
而冬天就俨然是一个严肃稳健
的老者，引导我们在寒冷寂寥
里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反思和忏
悔。

回望春天，那不正是我们
终将逝去的青春吗？在自己的
春天里，我们曾经是那么清纯、
幼稚、无知和彷徨。可是我们
毕竟经历过她，有过懵懂少年
的冲天豪气，有过对世间万象
自以为是的评判，有过对异性
酸涩朦胧的爱与被爱，还有对
今后工作生活的热切期盼和向
往。拥有了这些，你也就拥有
过自己的春天！

刚才说起的那些诗人，他
们对春天的回望无不流露出对
生活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留恋。
我们都会拥有人生的春天，要
热爱、珍惜她，万不要辜负了那
生命中最美好时光的眷顾，不
要等到年华老去，才发现留给
自己的只是无穷的遗憾和无尽
的叹息！

回望春天

踏着月光，我独自到达大沙河的腹地，驻足
在长满枯草的河滩上。大河上下，莽莽苍苍，月
色里充满了神秘与梦幻。虽然春天已经来临，可
幼小的新绿仍然无法掩埋冬天的遗迹，被冰雪蹂
躏的干草，像霜一样在脚下铺展着，延伸着，与眼
前的月光浑然一体。星星倒映在水里，低头就可
看见灿烂的星光，甚至半个天空。于是，我折服
于水的博大，极度柔弱的它，竟然可以不动声色
包容苍穹。

在河床的中间，一堆篝火正在熊熊地燃烧
着，想必是夜间张网捕鱼的人在取暖，看不见渔
夫的轮廓，但能想象到渔夫此时的心情，那便是
所有的鱼儿都钻进自己的网；也能想象到，生活
给予他们内心的压力有多大；也能想象到，此时
在热炕上的妻子怎样心疼自己的丈夫——他是
如何坚守在春寒料峭的深夜。

再往北大约三百米就是大沙河的彼岸，那里
有一片通明的灯火，是县城的最南端。此时，想
必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在这乍暖还寒的春夜里，
城里的人，有结伴的也有独自一人的，大都徒步
走向这里，大都在锻炼身体，那种对自身健康的
关注，似乎都付诸这晚饭之后的散步里，那双脚，
每迈一步，仿佛就会甩掉亚健康或者自身负载的
某种小疾。

望着那片灯火，我不由得想起前年夏天的那
个晚上，月光和此时无异，柳丝在夜风里飘扬着，
仿佛一面又一面绿色的旗帜。河堤上游人如织，
我就夹在这些游人里，凉凉的夜风拂过，夹岸的
花木发出一阵又一阵清香，伏案写稿的疲惫，渐
渐地得以缓解。我一向不喜欢和别人结伴散步，
觉得那样会破坏自由自在的心情，于是总在每个
周末的晚上独自一人来到这里。

我停在一个卖玉石首饰及小工艺品的地摊
前，实际上吸引我的是地摊边放着的两张字画，
旧得发黄的纸张使我很感兴趣。于是我蹲下去
展开字画，先看落款，一幅是明代王绂的《楸树鼓
琴图》，另一幅是张大千的《秋韵图》。我当然知
道那是临摹而且作旧的东西，可我还是禁不住问
摊主它的来历。摊主是个文静的年轻女人，说话
轻声细语的。令我意外的是她一语中的。

“那是假的，是临摹作旧的作品。”
她的这句话，使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认真看

着她，似乎要从她的脸上寻找些什么。我说：“如
果真的碰到买主，你这样说不是亏了吗？”

“真的碰到买主我也是这样说，即便我不这
样说，傻瓜也不会相信真迹会在这样的地摊兜
售。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
人二话不说以真迹的价格买画，那么我也绝对不
会沾沾自喜地出售。我会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这
画是临摹的赝品，你不必拿出血本来购买。”

我真的买了一幅，为着女摊主的那份真诚。
在我即将离开时，她递给我一张卡片。

“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地址，画拿回家，如果家
人坚决反对的话，你可以把画原封不动地退回来。”

那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没有因为它是临
摹的赝品而影响我的情绪，起码它是有摹本的，
在大师张大千的世界里，曾经有过这一片风景。
能分享大师的那份心境，作为后来的我们，作为
一个书画爱好者，也是莫大的幸事。

隔岸，那一片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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