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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法

“来者都是客，吃一点、喝一点不
是 什 么 大 事 ”“ 你 请 我 吃 ”“ 我 请 你
玩”……翻看各地纪委通报的典型案
例，在反“四风”高压下，一些地方仍存
在违规公务接待乱象。个别地方、部
门和单位把规定当“摆设”，视标准为

“橡皮”，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损
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公务接待要有礼
有节、热情周到，同时也要讲规矩、守
标准。2013 年 12 月印发的《党政机关
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对党政机关国内公
务接待进行了明确规范。在接待经费
和接待场所方面，广大干部一定要严
守《规定》，切莫心怀侥幸栽跟头。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
《公务接待，这些红线碰不得》

没有强大的内心，真不知道该怎
么坚持。几年下来，在死亡新生之间
牵线搭桥，在日夜奔忙之中守望生
命。除了传统观念的阻碍，还有医疗
条件不足、法律方面不太协调等原
因，压力不小，见证感动，也怀有希
望。做这个工作，起码要会开车，紧
急情况需要半夜出门，还得心理素质
过硬，因为常常要面对生离死别，还
有旁人的猜忌。希望协调员的队伍
越来越壮大，希望越来越多的医务人
员能参与推动这项工作。

——安徽省首批器
官捐献协调员朱乃庚谈
从业以来的酸甜苦辣

兰考脱贫正是对我
国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
发展战略的实践检验，既
着眼于区域的总体开发，又立足于贫
困户不同特点和发展基础，提供针对
性的帮扶措施。这都离不开焦裕禄
精神的感召和指引，亲民爱民、艰苦
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力量源泉。

——50年前，兰考因为贫穷，在
全国出了名；50年后的今天，兰考因
为率先全面脱贫，引起社会各界热
议。时任兰考县副县长、中国证监会
干部杨志海说

我会继续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我通常都有强大的神经，否则无法胜
任总理的职位。如果对于反对派每
一次挑衅的抨击，我都要作出回应，
那么我就没有时间正常工作了。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回
应反对派的指责

当然，一帮老戏骨精湛的演技，
更是圈了一票“演技派”粉众。这种
演技爆发，也令很多观众从“小鲜肉

霸屏”的阴影中走了
出来。但这些，都不
是主流粉。《人民的
名义》之所以圈粉无
数，根本还在于，它
的写实，戳疼了这个
社会的痛点。

——《新京报》评论《〈人民的名
义〉：戳痛你的是现实》

“花甲”之年的欧盟正站在十字
路口上。英国的离开是否会触发连
锁反应，让更多欧盟国家跟随脚步

“脱欧”，目前难下定论。不过在当前
欧洲国家经济增速减缓、恐怖威胁有
增无减的情况下，欧盟成员国继续在
经济上“抱团取暖”，共同抵御恐怖主
义威胁，恐怕仍是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的较好选择。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于当地
时间3月 29日致函欧盟，宣布正式
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启“脱
欧”程序。有媒体分析认为

自己很对不起“受虐”的兄弟姐
妹们——去年一年团队成员没有一
个双休日和节假日，最紧张的时候 3
天只睡 6 小时，自己甚至被戏称为

“车扒皮”。但苦过、累过之后，大家
才发现自己更爱航天了。一些 85

后、90后小年轻在从上海开赴卫星发
射场时，有人带了两大箱的零食，还
把刚买的洗衣机也带上了，就是做好
了没时间吃饭、没时间洗衣服的最艰
苦准备。

——中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
卫星的首发星、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团
队中80%以上是第一次完整经历卫
星研制发射全过程的85后、90后。
总装任务负责人车腊梅说

去年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手机结
算额超过 37 万亿元人民币，比前一
年翻了一番。中国人已经快要过上
不需要钱包、不需要现金的生活。微
信作为支付手段正呈现出覆盖全中
国的气势。为迎合不断增长的中国
游客需求，日本百货店和药妆店也正
准备引进微信支付服务。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上来看，很
明显的一点是要发展区域经济，如长
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京津冀
经济带。经济发展由城市推动，进而
逐渐由城市群推动。因为单个城市
的优势有限，所以城市不断升级、城
市之间不断分工，进而发展为城市
群，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彭博经济学家陈世渊

这一册《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在我书架上有三
十多年了。今天目光扫到它，就抽下
来翻翻，书页已经发黄。这册书早年
是读过的，但印象已经淡薄。今天随
手一翻，翻到的是第十八首：“词家从
不觅知音，累汝千回带泪吟。惹得而
翁怀抱恶，小桥独立惨归心。”叫人眼
前一亮，不禁抚掌，好诗好诗。

我也写一点小文章，常有人看了
不解，乃至种种误会，蓦然看到这一
句“词家从不觅知音”，真个是欢喜踊
跃，浇着我之块垒矣。一篇小文章，

你“知音”了，当然最好，你不“知音”，
也无所谓。提笔作文，心中就先有个

“觅知音”的念头，笔下文章，便要媚
众媚俗，便已失真失诚。而且以我的
偏见，文章这东西，所谓“知音”越多，
有时怕是反而不值得一看了，人人都
说好看，也就是“时文”“美文”“畅销
书”吧，还用得着看吗？古人说文章
千古事，不免言重了，要我说文章自
家事，我就是我的知音，这就够了，何
须向人觅。

当年徐铸成采访梅兰芳，问他最
拿手的是哪一出戏，梅兰芳说：“我不

敢说有什么拿手戏，只说花过功夫最
深、自己也认为最得意的罢，那是《宇
宙锋》。我每次演这出戏时，自己也
不知不觉为自己的表演、行腔而沉
醉，这是在演别的戏时所没有的。我
也知道，这戏并不是特别受观众欢
迎，有时上座并不好。其他的戏是为
观众演出的，唯有这出，是为我自己
欣赏的。”你看看，梅兰芳的最“知
音”，就是梅兰芳啊。作文之人，守得
自信，耐得寂寞，手中这支笔，自然

“从不觅知音”。写点文字，就生怕人
不知，就汲汲求人知，怕总是免不了

一副可怜相吧。有道是“人到无求品
自高”，文章亦如是，不求名，不求利，
不求知音，自然“品自高”。

《己亥杂诗》中最有名的句子，当
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
人才”，只是太有名了，人人都会说，
也就被说烂说俗了，反不如这一句

“词家从不觅知音”，藏在集中，未经
人道，戛戛不俗，爽利醒目。今天被
我偶然翻到，可称惊艳。哪天有空，
倒要把龚自珍这一册诗好好再读一
遍呢，说不定还有“艳遇”。

◆孙香我

词家从不觅知音

这个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也
总有人不喜欢你。这都很正常。

而且，无论你有多好，也无论对方
有多好，都苛求彼此不得。因为，好不
好是一回事，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

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只能是
自我的尊严。不要用无数次的折腰，去
换得一个漠然的低眉。纡尊降贵换来
的，只会是对方愈发地居高临下和颐指
气使。

没有平视，就永无对等。
也不要在喜欢和不喜欢上，分出好

人和坏人来。带着情绪倾向的眼光，难
免会陷入褊狭。咬人的，你不能说它是

坏狗。狗总是要咬人，这是狗的天性。
也就是说，在盯着别人的同时，还要看
到自我的缺陷和不足。

当然了，极致的喜欢，更像是一个
自己与另一个自己在光阴里的隔世重
逢。愿为对方毫无道理地盛开，会为对
方无可救药地投入，这都是极致的喜
欢。

这时候，若只说是脾气、情趣和秉
性相投或相通，那不过是浅喜；最深的
喜欢，就是爱，就是生命内里的黏附和
吸引，就是灵魂深处的执着相守与深情
对望。

这是一场诡秘而又盛大的私人化

进程。私人化的意思就是，即使无比错
误，也无限正确。

有时候，你的无数个回眸，未必能
看到一个擦肩而过；有时候，你拿出天
使的心，并不一定换来天使的礼遇。

如果对方不喜欢你，都懒得为你
装一次天使。谁也不需要逢场作戏。
尽管，一时的虚情假意，也能抚慰人陶
醉人，但终会留下搪塞的痛，敷衍的
伤。

所以，这个世界最冒傻气的事，
就是跑到不喜欢你的人那里去，问为
什么。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没有为
什么。

就像一阵风刮过，你要做的是拍拍
身上的灰尘，一转身沉静走开。然后，
把这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忘掉。

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
上，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这才是
最好的态度。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
里丢掉了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
这里忘掉了快乐。勉强不来的事情，不
去追逐。

你为此而累的时候，或许对方也
很累。你停下来了，你放下了，终会发
现，天不会塌，世界始终为所有人祥云
缭绕。

谁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扑腾着。有

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有的人注定是给
你上课的。

你苦心经营的，是对方不以为意
的；你刻骨憎恨的，却是对方习以为
常的。

喜欢与不喜欢之间，不是死磕，便
是死拧。

然而，这就是生活，有贴心的温暖，
也有刺骨的寒冷，不过是想让你的人生
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整。

在辽阔的生命里，总会有一朵或几
朵祥云为你缭绕。与其在你不喜欢或
不喜欢你的人那里苦苦挣扎，不如在这
几朵祥云下面快乐散步。

◆马德

最好的态度

●学区房
陪朋友去看房，一位漂亮的售楼小姐

介绍说：“我们这儿的楼房特别好，交通便
利，采光好，空气非常清新……”

我上前问了一句：“这是学区房吗？”
售楼小姐迟疑了一下，说：“是的。”
朋友很疑惑，问：“附近有什么学校？”
售楼小姐淡定地说：“在这楼盘的旁边

刚开了一个驾校。”

●充话费
正在看电视，手机突然收到短信提示

充了 200 元话费，正高兴这是谁犯糊涂充
错号了呢，一位同事的电话打了进来：“老
婆查私房钱，没地方藏，给你充了 200 话
费，过两天还我啊。”

●出奇制胜
公交车上，一个小孩一直在哭，一车人

都被他吵得不得安宁，孩子的父亲终于忍
无可忍：“再哭就把你卖了！”然而，这也没
起到丝毫作用。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哥们儿走到那对
父子面前，一脸认真地问道：“这孩子怎么
卖？”

那孩子瞬间安静了……

●锻炼一下
“儿子，去锻炼一下身体吧！不要整天

窝在电脑前，对身体不好……”
“买啥？需要跑腿直说。” 爷爷奶奶同学会 姚月法 作

午休时，我喜欢吃完饭，在写字楼附近
散会儿步。常去的一个地方是静安公园，
正对着静安寺，人来人往。

那里常有街头艺人表演。有时候能看
到人玩水晶球，两只手来回交替着几只水
晶球，看得人眼花缭乱，但球从来都不会失
手掉下来；有人做手工，编织中国结，各种
造型，摊位前往往也吸引了不少路人；还有
人画素描，在阳光下坐上 15 分钟，一张人
物肖像画就完工了……

但我最爱的，还是驻足在萨克斯管的
表演艺人前。吹萨克管的是个中年男人，
下岗后申办了一张街头艺人许可证，常在
公园前演奏，脚边放一只箱子，如果你喜
欢，便可以随意打赏。

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神采奕奕。戴
一顶礼帽，围着大红色围巾，手握一把金色
的萨克斯，样子收拾得很齐整。在我看来，
这是对观众的一种礼貌和重视。

大多时候，他吹奏的歌曲都很怀旧，旋
律一起，我就能跟着哼唱，哼着哼着就忍不
住想跳舞。可能别人也和我一样找到了共
鸣，这个萨克斯艺人面前的围观观众总是
最多的。

有一天，遇到一位上海老人，80 多岁
的样子，带着手写的歌单过来点歌。他
说歌单上的歌都是他喜欢了几十年的。
我问他拿来歌单，看到小卡片上老人用
钢笔认真画了格子，每个格子里各写了
一首歌名，有《可爱的家》《星夜的离别》

《又见炊烟》《最后一夜》《满江红》《不了
情》……一共十首。

“你经常过来听他演奏吗？”我问老人。
老人指指边上的自行车，“对啊，我有

空就骑着自行车来了，反正住得不远，这个
人吹得老认真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年轻时就爱听
歌，所以今天想为自己定制一场萨克斯演
奏会，祝自己生日快乐！”老人又补充了一
句。

就这样，吹萨克斯的艺人开始为老人
单独演奏，他将萨克斯管调向老人的位
置，面对着老人吹得一脸深情。老人听得
一脸陶醉，听完一首就打赏 5 元钱。于
是，我也有幸聆听了这场特别的生日定制
音乐会。

那天春寒料峭，户外温度不足 10 摄
氏度，风刮在脸上冷冷的，可是我的一双眼
睛却听得热乎乎的……

我想，这个老人多浪漫，这是送给自己
最美的生日礼物。

◆陆恺

生日快乐

这样的话题，我听得太多。已到膝
下绕孙的年纪，却仍是耄耋之年的父母
面前的“年轻人”。

父母风烛残年，患老年痴呆、心脑血
管病，瘫痪失语失能，靠呼吸机呼吸，插
管子进食排尿的老者屡见不鲜。即便没
有老年痴呆，也是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
理，全靠儿女照料。俗话说，老人是家中
一宝。但久病床前，“宝”就变成了儿女
的沉重负担。

多数老人到了生死一线之时，都是
稀里糊涂，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儿女和医
生。孝顺的儿女，明知无望也要将老人
送到医院抢救。然后昼夜陪护，端屎端
尿，身心的疲惫和无奈，难以道尽。极少
数的老人对治疗和抢救，乃至身后事自
主安排，希望能有尊严地告别这个世界。

朋友的父亲是一位离休老干部，前
不久心脏病发作，八十多岁的老人预感
死神将至，就给儿女立下遗嘱：“病危时，
不要去医院抢救，我已视死如归，请院方
联系，将遗体捐献给国家，以了我在天之
愿。”老人进入昏迷，儿女们遵照他的遗
嘱，没送医院抢救。

老人平静地走了。儿女遵照他的遗
嘱，给接受遗体捐赠的医科大学打电话，
接遗体的车马上到了，没有任何祭奠仪
式。老人穿着整洁，面容慈祥，一眨眼被
抬进车厢，车启动，渐行渐远，见老人走
得如此简单冷清，送别的寥寥至亲潸然
泪下。发自内心地敬佩老人最后的人生
谢幕，是多么有尊严且洒脱，真正的视死
如归。

无独有偶，台湾女作家琼瑶，近日突
然发文给儿子儿媳交代身后事，绝不抢
救，笑着面对死亡。万一到了该离开之
际，希望不会因为后辈的不舍，而让自己
的躯壳被勉强留住而受折磨，也借此叮
咛儿子儿媳别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
79 岁的琼瑶坦言：“我没因战乱、意外、
病痛等原因离开，一切都是上苍给的恩
宠。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

名人或普通人，选择安静且有尊严
地离开，应该说是每个人认真思考的生
死课题。

◆刘晓鸥

如何告别

小时候，清明是个快乐的日子。窝
了一冬，清明前后，总算盼来了春暖花
开。趁着这个机会，在山野间疯跑，还有
着平日里难得一尝的美食在一旁候着，
别提多惬意了。

对于生死，小孩子是没什么深刻感
触的。父母俱在，兄弟姐妹也都无恙，人
生还没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离别，对清明
时的追思，自然难有什么体会。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一切在
悄然转变。

如今青春不再，双鬓染霜。在这个
节日，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怀念起故去的
亲人。同时，另一种伤感也在心间蔓延
开来。不再年轻后，人最怕的，是时光飞
逝，是一事无成。而清明这个日子，似乎
在提示着我们，若是再不振作，年复一
年，人与理想终将化为黄土一抔。

◆郭华悦

转变

中午，学校楼前，一位老人，在树下
捡拾着什么。我好奇，上前一看，老人在
捡银杏果。

老人见我走近，笑着说：“这是神果
啊。”我撇嘴笑了——只是药物价值高而
已，也不至于是神果呀。老人似乎看出
了我的不屑，解释道：“我早晨下午都在
家里忙，只有中午能出来一会儿，就这几
棵树。捡了一圈，没了——嗨，过一会
儿，就掉一些，捡完了，站一会儿，又落下
来一些，不是神赐的是啥？”

说话间，又落下好些，像谁从树上往
下撒。老人满脸敬畏地慨叹：“看，又没
风，一会儿就给我落些，我这老婆子是积
啥德了，得这神果！都好几天了，就这屁
股大一点地方，几棵树，我捡了不少哩。”
老人目光柔和，又说，“听说这果子能治
高血压。我住的那楼上，得高血压的不
少，叫他们尝尝，看有用没。”

在感恩者眼里，一点获得，都有神灵
的保佑。

◆长歌

神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