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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含苞的花朵，五颜六色，芬芳
馥郁；学校有栋梁之材，枝繁叶茂，粗壮
结实；学校有八九点钟的太阳，喷薄而
出，光芒万丈，但学校也有人去楼空的寂
寞时刻——假期。

暑假已到，攀登遨游在书山题海的
莘莘学子会得到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进行调整以备新学期大战。不过，休息
放松之中，游玩山水之后，与同学亲友相
聚之暇，应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任务——
在寂静无涯的书海获得知识与快乐。

尽管学校学习的艰苦不言而喻，尽
管教育部三令五申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
负担，但是，犹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
职，学习也是学生的天职，考试还在以最
简单、最有力的方式影响着孩子们。因
此，正在与分数激烈拼搏的学生怎能在
假期扔掉书籍、忘却作业而盲目地消磨
时光、空谈理想呢？

须知美国的中学生当今还要必读以
下 21 本世界名著：《麦克佩斯》《哈姆雷
特》《坎伯雷特故事集》《失乐园》《傲慢与
偏见》《伊利亚特》《奥德赛》《理想国》《政
治学》《战争与和平》《伊尼特》《美国独立

宣言》《共产党宣言》《哈克费利·费恩历
险记》《美国的民主》《草叶集》《麦田守望
者》《罪与罚》《红字》《圣经》《愤怒的葡
萄》。面对这些书目，只要有点文化素养
的人，都不至于因为它是美国中学生的
必读书而轻易否定。透过书目，我们感
受到一种对经典的敬重之情，一种宽阔
的文化视野和兼收并蓄的气度。阅读它
们，决不会误人子弟，相反，这些由人类

优秀文化积累起来的知识，还能滋养学
生的内心，开阔其眼界。

这份权威的书目，说明美国人很重
视孩子的课外阅读，十分自信地培养孩
子的辨别力与批判力。而我们，也不可
把这些书看得太艰深，太不符合实际。
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教师、家长要鼓励和督促孩子们闲暇时
间多读经典，多读生命力强大、经久不衰
的作品。因为，如果没有优秀的东西起
作用，粗劣的东西就要来填充孩子纯洁
的心灵，总之，这块土地是不会闲着的。

读书是寂寞的，对某些人来说甚至
是痛苦的，但是，不付出艰苦的代价是不
能获取真正的知识的。假若整个假期不
读书，日后定会因时间的空逝而感到可
惜、悔恨。古人云：尺璧非宝，寸阴是竞。
不耐得寂寞读书，做知识贫乏者是会受
惩罚的。因为社会发展期待知识，创新呼
唤知识，升学需要知识，竞争离不开知
识。无论从哪方面考虑，学生都应该在
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的同时，利用
假期多读点书。这也就要求必须在轰轰
烈烈的劳动之余、休闲之后，甘于寂寞，

畅游于书海，向书本求教，到书中串门，
使个人潜能在求知欲的驱使下奔泻而
出，达到增进知识之美和提高成绩之效。

于谦在《观书》中写道：“书卷多情似
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
字，胸次全无半点尘。活水源头随处满，
东风花柳逐日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
信我庐别有春。”莘莘学子，请你们能耐
得寂寞，打开书卷，大千世界，悉在眼前；
瞬息之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日之
内，周游世界，领略风光，以致韦编三绝，
不知肉味。咱们国家的经典名著难以数
计，名垂千古，泽被世人，如今很多国家
开办孔子学院学习我们民族的文化，何
况我们自己呢？过去中小学课本有14篇
古诗文，现在增加到72篇，不读行吗？多
读书，读好书，不断地接纳新知识，才有
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才能青春永驻，
芳华长存，心灵才会如瀚海般浩渺。

假期里，短暂离开学校的教师们正
等待着花朵的开放、树木的成长、太阳的
升起，愿欢度假期的同学们流连忘返在
书房里，与文字朝朝暮暮相亲相爱，张开
双臂尽情去拥抱知识，拥抱明天！

2018 年足球世界杯正在俄罗斯进
行，这项伟大的运动集团结、奋斗、竞技、
智慧、意志、品德、操行、个性于一体，充
分展示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与高度，
成为四年一度全世界人们的一次狂欢。

在我出生之前，世界杯就已经踢得
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了，相信在我告别这
个世界之后，世界杯还会轰轰烈烈、如火
如荼地进行下去，继续成为一代又一代
人热烈追捧的对象。有时候我会想，人
活着究竟做什么才算是一件正经的事情
呢？人生的价值到底将如何体现？是干
革命、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
甘当一枚螺丝钉；还是做生意、做学问，
追名逐利、树碑立传，潇洒走一回？那
么，做一个足球运动员呢？当一个足球
明星呢？其意义何在？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
杯。”人生有意思的事情原本就不多，我
们又何必把自己固定在一种思维模式里
苦苦挣扎呢？更何况有些看似有意思的
事情往往到后来恰恰证明很没意思，甚
至让我们痛定思痛、悔不当初。无论如
何，足球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还是实实
在在的，因为规则是透明的，执法是有据
的，竞争是公平的，努力是有回报的。这
或许就是人类如此热爱体育运动的最真
实的原因吧。

回想起我与足球结缘，那还是在遥
远的上世纪80年代。

1980年高中毕业，我侥幸考上了大
学。在大学里，开始接触到足球。正值
西班牙世界杯外围赛，中国足球队战胜
了沙特队，几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西班
牙，引起全校轰动，同学们看完电视转播
后敲锣打鼓庆祝。后来却出现了戏剧性
变化，沙特输给了新西兰，新西兰获得与
中国队加赛一场的机会，结果新西兰队
战胜了中国队。我们白高兴一场。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我已
经参加工作，在报社当记者，住在办公室
里。那届世界杯是马拉多纳的天下，尤
其是对英格兰一战，集国仇家恨于一身，
上演了千里走单骑的好戏，并且靠着“上
帝之手”的帮助，成功击败来势汹汹的英

格兰队，等于是为阿根廷报了在马尔威
纳斯群岛战争中失利的一箭之仇。马拉
多纳因此成为阿根廷的民族英雄，受到
阿根廷乃至全世界球迷的热情拥戴，其
风头甚至盖过了巴西老球王贝利。

转眼到了1990年，这是我对足球最
为痴迷和狂热的时期。临近世界杯，我
和一帮年轻同事难掩兴奋之情，突发奇
想，东拼西凑组成一支业余足球队，并牵
头在全市新闻系统组织了一项迎接世界
杯的“保险杯”足球赛。为了增强实力，
我们还请来了省体校的两个专业球员作
外援。经过四场单循环比赛，我们最终
夺得了亚军。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
市级足球比赛。在意大利世界杯上，我
记住了横空出世的斯吉拉奇和巴乔，记
住了风之子卡尼基亚和马特乌斯、布雷
默，荷兰“三剑客”如日中天却早早出局，
马拉多纳虽竭尽全力只能泪洒赛场。这
些场景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让我无比真
切地感受到了美国洛杉矶的炎热，球员
们在烈日下拼搏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而在决赛点球大战中，巴乔射失点球的
一瞬间，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悲情英
雄的凄凉。至今还记得，决赛那天的后
半夜，酷暑难当，我从睡梦中醒来，忽然
记起在地球的那一端还有一场精彩赛
事，赶紧打开电视机，把音量调到最小。
尽管如此，却还是惊动了睡在身边的儿
子，那时他才刚刚五岁，居然也爬起来和
我坐在一起看了起来。

到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我
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热情的消退，青春
已不再。那届世界杯最大的收获就是法
国球星齐达内的异军突起，他是保证法
国队最后夺冠的一颗耀眼新星。而如日
中天的巴西球星“外星人”罗纳尔多，却
在决赛中表现失常，如同梦游一般，眼睁
睁把冠军拱手相让，至今让我不能释怀，
猜不透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终于迎来2002年韩日世界杯，这是
我们亚洲第一次举办世界杯。中国队在
米卢蒂诺维奇的带领下，与亚洲诸强斗
智斗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进了

世界杯决赛圈，举国欢腾，彻夜难眠。然
而在决赛阶段，中国队与巴西、土耳其和
哥斯达黎加队分在一个组。出征伊始，
信心满满，寄希望于与巴西、土耳其打
平，再在哥斯达黎加人身上拿分。结果
一上赛场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小组赛三战皆负，丢九球没进一球，只落
得两手空空，铩羽而归。

再后来，随着年岁渐长，记忆也开始
越来越模糊了，2006 年德国世界杯上，
我已经记不起来有什么精彩的比赛场面
了，只记得决赛中齐达内与意大利后卫
马特拉齐发生口角，转回头来一头撞在
了马特拉齐的胸口上，震惊全球，成为人
们长久议论的热门话题。齐达内因此被
红牌罚下场，法国队痛失好局，拱手让出
了世界冠军。

然后就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了，
这是非洲大陆第一次承办世界杯。亚洲
新军朝鲜队时隔多年再次进入决赛圈，
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在第一场对阵巴
西的比赛中，朝鲜球星郑大世喜极而泣
的镜头令人感动不已。荷兰队第三次杀
进世界杯决赛，却面临着与前辈同样的
命运，败在了西班牙“黄金一代”的脚下，
只能再次位居亚军。

2014 年巴西世界杯是离现在最近
的一次了，但我已经觉得很遥远了。现
在回忆起来，能记住的就是荷兰队一路
高歌猛进，却最终在点球大战中败给了
阿根廷，被挡在决赛门外。而被国人寄
予厚望的东道主巴西队，一路跌跌撞撞，
全凭球星内马尔一人之力才走到了半决
赛。然而在半决赛中，由于内马尔因伤
缺阵，导致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居然
以七比一的大比分败在了德国人脚下，
创造了历届世界杯半决赛中最大比分惨
败的纪录，彻底打碎了巴西人本土夺冠
的梦想。

花开花落又一年。转眼之间，三十
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毛
头小伙子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苍髯老人。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让
我们收拾心情，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足球
带给人间的欢乐和精彩吧。

电影《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
用黑话探问杨子荣：“脸红什么？”对
曰：“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对
曰：“防冷涂的蜡！”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如今俄
罗斯足球世界杯龙争虎斗，比赛正
酣，这既会给无数球迷带来狂欢，也
可能会使得不少人脸红，不过不是
因为精神焕发——羞耻同样使人脸
红，且是主因。

首先会脸红的，自然非中国足
球队莫属，理由就不必说了。但让
我没想到的是，球员有无脸红尚不
得知，采访世界杯的中国记者倒是
先脸红了一把，很无辜也很无奈。
中国记者和阿根廷记者为拍摄比赛
争夺一个机位，发生口角，阿根廷记
者说：“你们的球队都没出线，你们
来这里干什么？”这句狠话噎得中国
记者顿时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半天
没缓过劲儿来。

其实，咱们的记者完全可以理
直气壮地反唇相讥：你们倒是来了，
却踢那么臭，牛啥子牛？吹得那么
厉害，连只有30万人口的冰岛都没拿
下，又被克罗地亚踢个三比零，梅西
居然把点球踢丢，到现在寸功未见。

还有一种人该脸红。最近有地
方纪委公布了几起上届世界杯期间
官员用公款或赞助看球的案例。这
些官员或巧立名目侵吞公款用以享
乐，或贪图嗟来之食，受赞助商驱
使。身为人民公仆，却干出这样既
掉价又违纪的丑事，理当脸红。当
然，这事不光是脸红一下子就能交
代过去的，党纪国法还要过问他们
的贪污受贿，清查他们的以权谋私，
让其吃不了兜着走。至于这一届世
界杯还有没有类似丑事，大家不妨
拭目以待。

该脸红的还有那些卖假球票
的俄罗斯奸商。他们把中国球迷
骗到万里之外，令其乘兴而来败兴
而归。还有那些闹事的足球流氓，
到处煽风点火，无事生非，唯恐天
下不乱，他们在哪里出现，哪里就

不得安宁。
达尔文曾探讨“人为何会脸红”

课题，得出结论：人是地球上唯一会
脸红的动物，因为会脸红，人才进化
得越来越文明，成为“万物之灵”。
陈毅《含羞草》诗曰：“有草名含羞，
人岂能无耻？鲁连不帝秦，田横刎
颈死。”会脸红的人，就如同含羞
草，知羞耻、有操守，做人讲原则、做
事有底线，受到批评会脸红、落后于
人会脸红、有损良知会脸红，这种人
才真有希望，能成大器。

当然，肯定会有人嘲讽我说，这
都是书生之见，迂腐之论。你低估
了那些不争气球员的心理承受力，
没机会参赛，人家正好呼朋唤友度
假潇洒，舒舒服服，优哉游哉；你小
瞧了那些作奸犯科的腐败官员，他
们根本就不会脸红，如果脸上有点
颜色，也是化妆出来的。最无辜的
还是咱们代人受过的记者，旧时有
弱国无外交之说，没想到球队弱了
也会遭人白眼，脸红受窘。

“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衷
心盼望中国足球队奋起直追，后来
居上，早日跻身世界杯，与各国强队
争个高低，一雪前耻，让中国球迷也
有呐喊助威对象，让国人痛痛快快
喊一句：“加油，中国队！”

凌晨五点，我突然醒来，发现楼下
传来一阵阵沙沙声。这么早，是什么
声响？我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发现昏
黄的路灯下，有个穿环卫衣服的女人
拿着笤帚正在清扫马路，大竹笤帚有
节奏地一划一划，发出一阵沙沙声响。

我的睡眠一直不错，所以并未发
现环卫工是很早就要上班的。

过了两天，晚上口渴，起床喝水，
又听见那阵熟悉的沙沙声。我推开窗
户，又看到那个环卫工的背影。她就
在我家的楼下，看起来身体有些单薄，
晨风吹着她的头发，她用手捋了捋，又
忙着清扫去了，扫完，把垃圾全倒进旁
边的清扫车里。

我抬了抬手腕，看到时针正指向
四点十分，这么早就上班了？大多数
人还在香甜的梦中呐，可她已经在认
真工作了。我突然就开始心疼起她
来，心想，这份工作这么辛苦，她一定
感觉不到幸福吧。

跟婆婆说了这事，婆婆告诉我，负
责我们这块儿卫生的是一个叫李丽的
女人。老公去世后，她一个人带着孩
子，生活有些艰难。为了生计，她找了
这个环卫工的工作，一干就是五年。
婆婆还说，她的孩子七岁了，已经会做
很多家务活了。

那天，和婆婆逛完街，经过一排低
矮的平房，她指给我看：“这就是李丽
的家。”话音刚落，一个女人从门里出
来，是李丽。她热情地招呼婆婆歇歇
脚。反正也不着急赶路，我们也就顺
便到了她家里。我打量着这个家，虽
然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养了很多绿
植，墙上贴了很多奖状。见我对绿植
有些兴趣，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这都是我扫地时捡别人丢掉的，没想
到居然养得这么好。”她笑了，露出两
排洁白的牙齿。她跟我们说起她的女
儿，满脸都是满足和骄傲。还说起她
的同事，全是感恩。这不，正好是星期
天，同事们给她换了班，让她有时间照
顾孩子。

她用那双粗糙的手握了握我的
手，我看到三十多岁的她脸上有着与
年龄不相称的细密皱纹，于是对她说：

“等有合适机会，我介绍你去超市做事
吧，那里轻松些。”而她笑了笑，回我：

“没事，这个工作挺适合我的。同事们
对我很关照，孩子越来越大，我越来越
幸福了。”

看着眼前这个自感幸福的女人，
我有些惊讶了。原来，生活可以这样
理解，只是同事们对自己关照点，那就
是幸福的；只要孩子身体健康，那就是
幸福的；只要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那就
是幸福的。

我突然明白，原来幸福是要自己
用心感受的。

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我匆匆忙
忙离开单位，坐上了回老城区的 21
路公交车。

车上坐满了人，没有座位了，前
边驾驶座的后面有一个空荡的地
方，我赶紧走过去站在那里，脚步还
没有站稳，就有一个人拍着我的肩
膀喊着我：“叔叔，来，你坐那里，我
站这里。”我扭头一看，是一位很年
轻的小伙子，我感激地说：“谢谢
你！你坐吧，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坐了回去。

我有意地看了小伙子一眼，瘦
瘦的脸庞，高高的个子，20岁左右。

我经常坐公交车，我给比我年
龄大的老人们让过座，给怀孕的妇
女让过座，给抱着孩子的妈妈让过
座。让座的时候，根本没多想什么，
就是觉得他们比我更需要。

今天一位陌生的小伙子看到比
他年龄大的我，不但喊我叔叔，还很
主动地给我让座，这让我的心里热
乎乎的，充满了感激和感动。这个
社会，不管走到哪里，还是好人多。

去年 11 月份的一个早晨，我在
公交站牌前等一辆去往鲁山的出租
车。等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十几
岁的女学生，左手拿着一个书包，右
手拿着一杯豆浆，她喝完了豆浆把
豆浆杯向垃圾桶里丢去，咚的一声，
豆浆杯进了垃圾桶里，装豆浆杯的
塑料袋却随风而起向前方飘扬，刮
出了六七米远。女学生马上快步跑
了过去，弯腰捡起地上的塑料袋，折
回头放进了垃圾桶。看着眼前的
一幕，我的心里一阵颤动，看着那个
学生，看着她清秀的脸庞，看着她脖
子上那条红红的围巾，我仿佛看到
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是和谐的
风景，那是文明的风景，那是美丽的
风景。

今年2月份，在去马楼的公共汽
车上，一位 7 岁左右的小女孩，在车
厢里看到一块钱，她弯腰捡了起
来，手里拿着那张褶皱的一块钱，
大声喊着：“这是谁的钱？这是谁
的钱？”听到的人都在看着小女孩，
没有一个人说是自己丢掉的钱。小
女孩眨巴着眼睛问她的妈妈：“妈
妈，这是我捡的钱，我把钱给谁呢？”

她的妈妈笑着说：“给卖票的阿姨
吧。”小女孩伸手把钱递给了车上的
售票员。

看着眼前很懂事、很有教养的
小女孩，我的心里肃然起敬，当时很
想说几句夸奖小女孩的话，可是嘴
张了几张也没有说出口。现在回想
起来，没有为孩子的行为点赞，心里
觉得还是一个遗憾。

想起让座位的小伙子，想起捡
塑料袋的女学生，想起手里拿着一
块钱的小女孩，我看到了什么是美，
我想到了什么是美，我不知道他们
是谁，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很美的人。

美就在眼前，美就在身边，美就
在心里。每一个人都能发现美，就
看愿不愿去发现；每一个人都能做
到美，就看愿不愿去做。

美是点滴的文明，美是纯洁的
心灵，美是高尚的精神，美是良好的
品行。

美是礼让，美是互助，美是友
爱，美是真情。

美不是一副外表，美是一个内
在，美是正能量。

社会需要美，生活需要美，鹰城
需要美，每一个人都可以美起来，伸
出自己的手帮别人一把，献出自己
的爱关心别人一下，捧出自己的情
温暖别人一次，热爱自己的岗位，干
好自己的工作，这也是美。我们也
应该感谢生活中的美。

莫负时光，毋忘书香
●段伸眉

幸福的环卫女工
●刘希

我的世界杯年谱
●磊子

还有谁该脸红？

●齐夫

感谢生活中的美

●张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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