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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徐姐，上个月打来
电话，说离婚了。原来从娘家
归来的徐姐在家里撞见了她老
公和网友幽会，徐姐说：“如果
他们是在外边，怎么着都行，眼
不见为净，但他把别的女人带
到了我的床上，就是对我的不
尊重，是可忍孰不可忍。”45 岁
的徐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
婚，有人说女人要想离婚，必须
趁早，趁着容颜还好，再嫁不
难。但是徐姐不这么看，她说
生活是自己的，结束一段感情，
不是因为想开始另一段感情，而
是需要解脱自己。

离婚后的徐姐并没有颓废，
相反，她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

“三箱女人”，即“书箱”“钱箱”和
“化妆箱”，书箱即书香，徐姐说
女人要有些书香气，用书海知识
武装自己，开启智慧之门，做聪
慧女人。钱箱即是要有经济基
础，女人要有从事工作的能力，
有自己可支配收入的钱财。化
妆箱即是要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和气场，每天不能忘记自己要美
丽漂亮，要尊重自己，即使容颜
易老，也要保持你的优雅端庄。

看来离异改变了徐姐，徐姐原本
也是职场女人，可为了支持她老
公的事业，默默退到了身后，每
天只顾柴米油盐，孩子读大学之
后，她又迷上了打麻将和跳广场
舞，没想到老公就情感转移了。
庆幸的是徐姐还没有丢掉昔日
的那点清高，“与其华丽撞墙，不
如优雅转身”，徐姐做到了。

徐姐又找了一份工作，虽然
只是超市的促销员，但是徐姐很
开心，当年的徐姐，也可以说是
一名文艺青年，喜欢写诗，而今
的徐姐，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还
会把小灵感讲与我听，我鼓励她
说：“不错，写吧，把情感寄予文
字，比做别的强多了。”徐姐听了
很高兴，是的，“腹有诗书气自
华”，要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在书中畅游，胜过庸俗生活；用
知识充实自己，胜过用名牌装饰
自己。

欣赏徐姐不藕断丝连，当断
则断的果感和大气，赞同她做一
个“三箱女人”的美好愿望，祈望
她早日觅得幸福生活，相信有更
属于她的美好明天！

散文家王剑冰说：“瓦是屋
子上面的田地。”那么，瓦上的草
无疑就是田地里的庄稼了。老
城有很多瓦房，因为要旧城改
造，拆迁这些够不上文物的老房
子就成了必然，瓦上的草也就没
有了生长的基础，就像现在很多
地方占用良田搞开发，农民的土
地日益萎缩，庄稼在隆隆的机器
面前绝对是弱势群体，总是显得
孤单而无奈。

虽然是草，但因为生长在瓦
上，人们生活起居，一抬头就能
看见，所以就承载了人们太多的
遐想。它和老屋一样，因为即将
失去，所以让人怀念。在老城
区，在拆迁前的半年时间里，差
不多每天都有人来看望这些老
房子，城里的、郊县的，凡是重情
重义的人都来了，像是探望危重
的病人，把以前的记忆留在心
底。

我来的时候已是深秋，地上
的草还有一些绿意，但瓦上的草
却已枯黄风干，在秋风中摇曳着
金黄的枝叶，这里一丛，那里一
片，在悲悯中显示着它的高度。
尽管今年夏秋干旱少雨，瓦上的
草也长了二尺多高。它脚下的
土地并不厚实，那只是风刮过来
的一些沙土，落在了瓦缝里；那
只是瓦片涵养的一丝水分，让它
的根须能摸到湿润。但草并不
抱怨命运的不公，它隐忍艰辛，
落地为家，成长时显示旺盛的
绿，成熟时露出金色的黄。

老屋真的是破败不堪，大多
已成危房，我们能看到的，只是
旧时的建筑，尽管听熟悉的人
说，这一片原来是一座几十亩大
的院落，有着五进深的院中院，

它的主人是一位曾经富甲一方
的绸缎商，后来经过近百年的沧
桑，铁路、国道、某单位的家属楼
依次对它冲击蚕食，它现在只剩
下一座两层楼的厢房了，但我们
还能看到它雕刻精美的柱石，六
七米高的圆木柱，规则的木格窗
棂，青色的厚砖墙，排列整齐的
瓦和瓦上的荒草，我们想象着它
曾经拥有的繁华，不免感慨时间
的残酷无情，万物的生死轮回。

人们常说：“人生一世，草木
一秋。”大多数人的一生，何尝不
像瓦上的草呢？我们没有选择
出生的权利，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又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也必将
走到生命的终点，但我们曾经来
过，哪怕会像这老屋和瓦上的草
一样，被时间的烟尘所掩埋，但
我们都曾努力过，哪怕没有辉
煌。

很多地方都有老城，很多老
城都会被拆迁，钢筋水泥的高楼
大厦，没有了瓦，也不会有瓦上的
草，但秋风萧瑟，我心淡然……

多年前的某个秋日，住在
院子里的长辈指着梧桐树告
诉我：“碧梧栖老凤凰枝。梧
桐高大挺拔，为树木中之佼佼
者，是凤凰栖息的树，凤凰停
留过的梧桐会长满幸福。”我
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却
记住了关于梧桐、凤凰和幸福
的传说。那时我就一心期盼
着院子里的梧桐树也能招来
传说中的凤凰，给我带来幸
福。梧桐树成了我儿时心目
中的幸福树。

后来读了很多古诗词，也
更加了解了梧桐树与凤凰的传
说。诗经中写道：“凤凰鸣矣，
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
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梧
桐生长繁茂，引得凤凰啼鸣。
菶菶萋萋，是梧桐丰茂；雍雍喈
喈，是凤鸣之声。庄子的《秋水
篇》中写道：“南方有鸟，其名为
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
南 海 而 飞 于 北 海 ，非 梧 桐 不
止。”这里的“鹓雏”就是凤凰的
一种，凤凰是鸟中之王，而凤凰

“非梧桐不止”，足可见梧桐的

高贵了。
诗词读得多了，也渐渐明

白梧桐不仅是祥瑞的象征，还
是代表愁怨的树。于是在“为
赋新辞强说愁”的年少时分，与
梧桐一起品味着古往今来的愁
丝万缕：“寂寞梧桐深院锁清
秋”，这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
愁；“梧桐昨夜西风急”，这是相
思欲寄无从寄的别绪；“梧桐更
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
是痛彻心扉的哀愁。梧桐又成
了我在心情低落时可以寄托的
树。

再后来读了《梧桐雨》，对
那些古曲古韵虽只是一知半
解，但却被唐明皇与杨玉环的
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感动着，在
心里默念：“梧桐相待老，鸳鸯
会双死。”从此梧桐树在我心中
又幻化为坚贞执着的爱情之
树，寄蕴了对爱情的憧憬与希
望。

心境随着日子的一天天流
逝也在悄悄地改变。每天都在
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城市里
往来穿梭的我，忙着学习、工

作、生活，再没了观赏梧桐的闲
情雅趣，街道两旁随处可见的
梧桐在我的眼中渐渐褪变为一
种再普通不过的树，曾经关于
梧桐的种种遐想也被封闭在我
心里的最深处。

直到前几天的下午，我走
在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发现小
径旁的梧桐树下落了一地的梧
桐果，梧桐树依然和多年前一
样高大，只是树干上的痕迹仿
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时代
的更迭。恍然间那些关于梧桐
的记忆重新涌上心头，我仿佛
一下子回到了以前的日子，找
回了失去很久的情怀。岁月匆
匆，我们应该让生命更有意
义。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可以
生长百年的梧桐树，那么去追
求自己喜爱的生活不就像凤凰
停留过的梧桐树一样充满幸福
吗？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在这样的秋日里，我将梧桐树
记于心中，它不仅是我对过去
的铭记，还有那不断更迭的对
未来的憧憬。

近日，重读了刘少奇的《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红色经
典不仅阐明了共产党员要增强
党性、提高修养的问题，即使普
通百姓读后，也可以使其身上流
淌“道德的血液”，坚守做人的

“底线”。
记得听过一则故事：有一位

老锁匠，准备从两个学徒中选一
个，将一身的技艺传授给他。培
训了一段时间后，老锁匠对他们
进行一次测试，让两个徒弟分别
去打开两个预先准备好的保险
柜。结果大徒弟身手不凡，十分
钟不到就打开了保险柜，而二徒
弟整得满头大汗，花了半个小时
才获得成功，看来大徒弟是稳操
胜券了。老锁匠问大徒弟：“保
险柜里有什么？”大徒弟异常兴
奋：“师傅，里面全是钱，百元大
钞一叠一叠的。”老锁匠又问二
徒弟，二徒弟平静地说：“师傅，
我没有看里面有什么，你让我开
锁，我就只开了锁。”老锁匠十分
高兴，郑重宣布二徒弟为他的传
人。大徒弟不服，老锁匠微笑着
说：“干开锁这个行当，必须要做
到心中只有锁而无其他。”

“心中只有锁”，是锁匠的职
业道德，更是必须坚守的“底
线”。反之，如果稍有杂念，登门

入室行窃或打开保险柜盗钱易
如反掌，但最终只能害人害己。
从政为官与其他行业相比，更是
个诱惑多、风险高的职业，“贪”
字形似“贫”，“婪”字形如“焚”，
若贪图享乐便会精神贫穷，而贪
念萌生更会引火自焚，为此牢筑
心中的“底线”尤为重要。其实，
清正廉洁是为官者的一种行为
能力，也是一种政治信用，要把
自己的身份定位于“公仆”“人民
的勤务员”“群众的小学生”，要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样才
能做到如屈原所咏叹的“秉德无
私，参天地兮”。

清正在德，廉洁在志。德，
即品德、道德，是安身立命之
本。司马光就曾告诫：“才德全
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
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
之小人。”对一个从政者来说，有
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
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
是危险品。廉者，应“端其表”

“先之身”，因而危险品是绝对不
能用的。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北宋黄庭
坚手书的戒石铭，新官上任都要
敬拜，并大声诵读，以示公心。
为官者，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

不该做，但总有一些人抵制不住
功利的诱惑，道德屈服于现实，
最终使自己身败名裂。明朝的
朱元璋曾给他手下的人算过一
笔账：老老实实当官，守着自
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

“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
天天汲取，用之不尽。然而，
古往今来，被惩治的贪官，都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守不住自
己的那口“井”，这些贪婪之徒
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
谋取“身外之物”，当“洪水猛
兽”般的钱财滚滚袭来之时，
地狱之门也就向他们打开了。
底线，是做人的一种尊严，面
对诱惑和威胁，不淫不屈的人
取义成仁，放弃底线的人则蝇
营狗苟。

清代文学家纪晓岚的老师
陈自崖写有一副对联：“事能知
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
是一种关注内心，注重品德修养
的人生态度。无求，并非一无所
求，不食人间烟火，与世无争的
消极哲学，而是无非分之求，无
过度之求。为官者，就应该有

“无求”的境界，做到“心中只有
锁”，这样才能守住道德的精神
家园，守住自己心中的一份坦然
与淡定。

人到无求品自高 □张春波

心中的梧桐树 □朱文杰

做一个“三箱”女人
□梁秋红

瓦上的草
□寇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