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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电影《芳华》中，有个叫刘峰的人。
刘峰是个善良的人，他把上大学的指标拱手
相让，他把食堂里煮破的饺子吃掉，他亲手为
要结婚的战友做沙发……善良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种习惯。后来他到前线参战，战争残
酷，他依旧保持善良的本性。他英勇报国，保
护战友。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右臂。再后来，
他重回文工团，看到战友宿舍的地板坏了，还
习惯性地说要维修一下。善良，已经成为他
的一种本能反应。

我想起西安有
位保安，他徒手去接
坠楼女，却不幸被砸
身亡。这位保安当
过兵，平时一向乐于
助人，他身边很多人
都 得 到 过 他 的 帮
助。这位古道热肠
的保安，看到行动不
便 的 人 ，会 上 前 搀
扶 ；看 到 有 人 提 重
物，会帮忙送回家；
别人家有事，他帮忙
跑前跑后……善良
已 经 成 为 他 的 习
惯。当看到有人坠
楼时，他习惯性的反

应就是去救人。这种短时间内的反应，其实是
一种本能。他没有时间考虑这种做法是不是
可行，会不会伤及自己，他去接坠楼者，是习惯
使然。虽然没能成功，但这位保安是了不起
的，人性善良的光辉在他身上彰显出来。

我的老家，有个人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
家饭长大的。他对村里人充满感激，几乎每
天都在做善事。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用小
拉车拉着生病的邻居去医院，这类的事他做
得数不清了。谁家有什么事，都习惯招呼他

一声，他必定会全力以赴。那年他正准备
结婚，有一家失火了，他本能地冲进去救
里面的孩子。孩子救出来了，他的脸却被
烧坏了。虽然生活没什么大碍，但脸上烧
伤的疤痕很难看，未婚妻离他而去。后
来，他一直独身。即使如此，他依旧丝毫
不曾放弃善良。他热情仗义，做善事，帮
助身边人，也帮助陌生人，不求名利，只是
把这些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善良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融入血液中
的品格，成为人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无论发
生什么事，善良的人习惯伸出援手。他们想
到的是别人，而丝毫没考虑自己。

虽然说善有善报，但行善的人并不都有好
结果，电影中的刘峰，西安这位善良的保安，我
的那个乡邻，就是例子。但是，善良者行善并
不是为了得到回报，他们甚至从未想过善良能
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对他们来说，善良是自
己的一种本能和习惯，与别人无关。他们做了
善事，只是因为觉得应该那样做。如果不那样
做，他们会不安，感觉那不是自己。

所以说，善良是对善良者的最高奖赏，客
观上是对他人的最好的帮助。即使有人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善良是善良者的墓
志铭，他们依旧不改初衷。

其实，很多事结果并不重要，我们每个人
都是向善而生的。谁不向往美好？可是，有
些人在慢慢丢失了自己的本心，而另一些人
始终坚守本心，成就了一个拥有更高精神层
次的自己。所以说，善良就是对善良者最好
的回报，卑鄙就是对卑鄙者最好的惩罚。

一个善良的人，怀揣一颗善良的心，做对
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的事，不在乎名利和
回报，这样的人生境界不是谁都可以企及
的。善良是一种习惯，习惯了善良，他们眼中
的一切也都是善的，美的。

善良是一种习惯
○ 王国梁

母亲在客厅的地板上铺上席子，
在上面做棉被，父亲则拿一张报纸坐
在沙发上看。阳光照进窗子，暖暖
的，父亲被晒得有些困意，但他依旧
不肯去睡会儿，就这样陪着母亲。两
个人连电视也不开，好像担心这样的
静谧时光被打搅到。

父亲的报纸看得有一搭无一搭，
他时不时就要帮母亲纫针，或者帮她
抻一下被角。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
父亲喜欢全程陪伴。两个人聊些陈
年往事，父亲说：“那年咱们第一次
去北京，看到了天安门。那年你才
28 岁吧……”母亲低头飞针走线，嘴
角的笑意却荡漾出来，她轻声回应：

“可不嘛，那时候正年轻呢，你还记
得我在天安门前拍的那张照片吗？
黑白的，看着特别精神。日子过得真
快啊，这才几天啊，转眼就成了老太
婆了……”

这样的谈话还在继续。父亲和母
亲时而沉浸在往日时光，时而又谈起
未来的设想，温馨的感觉在屋子里流
淌着。我坐在窗前一边写字，一边看
着这样温情的一幕。他们好像完全忽
略了我的存在，因为父亲知道我有个

“特异功能”——无论环境多嘈杂，我
都能做到专注自己的事。可那一刻，
我完全被父亲和母亲的家常谈话所吸
引。他们絮絮的话语里，淡淡的语气
中，是漫长岁月酝酿出来的深情。

我看得出来，父亲和母亲之间有
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代人，从来不会
表达爱，甚至一生都没有向对方说过
爱字。可是，我突然间觉得，这才是

爱情最美的模样。这种爱，淡然，自
然，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不喧
腾，不热烈，却能够细水长流。彼此
在平淡的岁月里，陪伴对方到白头。
漫长的岁月，不仅没有磨灭心底的爱
恋，反而越来越觉得对方是此生最好
的选择。携手白头，深情依旧，我爱
你脸上衰老的皱纹，你爱我日渐弯曲
的脊背，永远相看两不厌。可是，这
种深情是藏在言语之间、细节之中
的，他们没有表达过。

我想起前几天，母亲感冒了，我
要给她做碗面条。父亲却推开我，一
定要亲自下厨给她做。父亲说，他们
年轻时就是这样，母亲吃一碗父亲做
的面条，百病包好。我被父亲逗笑
了 ：“ 爸 ，难 道 你 的 面 条 是 灵 丹 妙
药？”其实，我明白，父亲的爱才是灵
丹妙药。父亲把面条端给母亲，说：

“你这老太婆就是不听话，早就让你
多穿点，就是不听，感冒了吧？”母亲
笑着说：“跟穿多穿少没关系，谁还
不得个头疼感冒啥的？”母亲吃了一
口父亲做的面条，说：“你老了，手擀
面做不成了，不过这挂面也是一样的
味道。”父亲嘿嘿一笑，说：“那是，我
的手艺在这呢！”母亲的这碗面条，
在我看来真的是爱的味道。可他们
自始至终，没有提一个爱字。即使不
说爱，字字句句传达的却都是爱，即
使是嗔怪，也是满含爱意的。

看着父母的这一切，我明白了，
有些话，不是说得越多越好。深深的
情，浅浅说。细水长流的幸福，才是
爱最真的样子。

深深的情

浅浅说
○ 马亚伟

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书法家颜真
卿，所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
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合
称“颜筋柳骨”。

他五十岁以前的书法历练，初步确立了
“颜体”面目，此第一境。张旭曾考问颜氏十
二笔意，颜真卿或以张旭传教所得，或以自
己攻习所悟，对答如流，志在“齐于古人”。
以故，张旭一再授其笔法，让颜真卿有了底
气：“自此得攻书之妙，真草自知可成矣。”这
一时期，颜真卿追求用笔沉着、雄毅，以健力
立骨体，敷之以厚肉；结体上缜密、端庄、深
稳，由瘦长型变为方正形；在谋局上减少字
与字、行与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点画皆有
筋骨”，可谓“雄”中有“媚”，其“劲险之状，明
利媚好”。直到“安史之乱”，颜真卿投身于
金戈铁马的战事中，无暇顾及笔砚艺事。

从五十岁至六十五岁，“颜体”形神兼具，
已趋成熟，此第二境。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
荡，加上其后接二连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
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从书生到斗士到统帅，

从立朝到外黜到立朝，生活方式频繁转换，人
生体验多样化，艺术体味也就更为深刻。颜真
卿将前期的“颜体”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
神形兼备，终至成熟。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
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笔画形
成或是蚕头燕尾之状，或是弓弩蓄势之形。笔
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在钩
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
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
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
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从结体
上，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
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像
篆隶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
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
逸。至此境界，颜真卿一扫初唐以来的楷书风
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
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
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可
谓“变法出新意，雄魂铸‘颜体’”。

颜真卿六十五岁以后，其书法火候老
到，由成熟而神奇，此第三境。于他而言，这
以后的书法，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
碑之异彩。在老辣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
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
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丰腴中透露
自己的豪迈气度。可谓随心所欲，不逾矩。
在生命与书艺的反省中，他得以彻悟，将生
命哲学与书艺哲学打通，在其点捺撇画中既
留着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
溢着生命的颂歌；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
注一腔豪情，又在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
格光辉。至此境界，其书如老枿枯林，却有
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枝争发，生机盎然。

颜真卿书法
三境界

○ 程应峰

早上，我去储藏室待了一会儿，心里着
实郁闷，一些琐事让人烦躁，不知如何排
解。转身出了储藏室，一歪头，就见对面卧
室门口，家里的两只小狗一前一后站着，正
眼巴巴地望着我，齐齐摇着尾巴。真是像父
亲说的那样，一时都离不了我，一见我离开，
就赶快跟上看我去了哪儿，想到这，登时，我
就开心地笑起来，胸中烦闷也一扫而空。

记起昨天中午，我和父亲拿出点心来
吃，听到声音，小狗飞速跑了过来，坐好，目
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手里的糕点。我看它一
眼，马上喊父亲，父亲扭头一瞧，顿时哈哈大
笑，“这哈喇子淌得呀，都快成小河沟了。”真
的，小狗的口水就像一条线，嘴离地多远，那
口水线就有多长。看它这样，我赶快把点心
掰了一块塞进它嘴里。

父亲不止一次感叹，幸亏家里还有这两

东西，它们就是开心果，本来心情挺不好的，
看到它们撒个娇，躺在地上打滚，做出个什
么动作，心情就一下舒畅了，也不生气烦恼
了。特别是狗女儿，还会主动哄人，看到父
亲和母亲争吵，它就会吱哟哟叫着跑过去，
把身子竖起来，把爪子伸过去，嘴里不停地
吱哟，父亲脸上立马阴转晴，握住狗爪子，一
边晃一边说，我不生气，刚才吓到你了吧。
父亲每次出门回来，电梯门一响，耳尖的狗
就冲到门口等着，门一开，就欢快地朝父亲
跑过去，一个撒娇发嗲一个跟探测器似的对
着父亲的裤腿上下闻一遍，再紧紧蹭着裤腿
倒在地下打滚，嘴里还不住声，看它们如此
热情，父亲的脸上也乐开了花，看！这生活
里还有如此看重我的生命！

忘了从何时起，我开始往阳台上撒些小
米，于是，每天便会有麻雀过来吃食，它们吃的
时候我会偷偷观望，有时，是单独一个过来，有
时是结伴一起，叽叽喳喳叫得好不热闹。有一
回，我看到惊喜的一幕，十只八只小麻雀挤成
一个圆圈吃小米，场面温馨，气氛融洽，让我感
慨了好一阵。还有一回，下过雨后，阳台上积
了一小滩水，偶尔望去，竟发现一只麻雀正在
那滩水里洗澡！原来麻雀也是会洗澡的！我
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乐滋滋地想。

茜茜公主里，她在婆婆那里遇到挫折后，
便回到家乡，去森林里散心。因为父亲曾告
诉她，当你遇到烦恼时，就回来看看，看看花，
看看草，看看可爱的动物，心情就会变好。

其实，小时候第一次看茜茜公主时就很
喜欢，里面的景致太美了，辽阔的森林，广阔
的草原，巍峨的高山，宽阔的河流，清澈的小
溪，可爱的动物，绚烂的花朵……这一切，都
在碧蓝的天空下，让人看着就仿佛闻到了无
比清新的味道，心也跟着喜悦起来宽广起
来，想着也能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呼吸着鲜
美的空气，在芬芳绝美的大自然中徜徉，有
苦恼时可以抱着一棵树哭泣，也可以和一只
路过的小动物倾诉，过着简单纯真的生活。

一切美好的存在，都用它们的美好治愈
着我们，慰藉着我们，是我们的梦想，也是我
们前进的动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发现它
们，欣赏它们，享受它们，感激它们，并回报
它们，即善待它们，因为善待同样是一份珍
贵的美好。

美好的治愈
○ 邱 蕾

一个周末的清晨，我去公园散步，看
到一群人正在跳广场舞，因为近段时间
正在减肥，我于是迫不及待地加入到她
们的队伍。

伴 随 着 一 首 首 欢 快 的 舞 曲 ，几 十
个 放 眼 望 去 大 妈 级 的 女 人 翩 翩 起
舞 。 其 中 有 一 位 看 年 纪 已 经 六 十 多
岁 的 女 人 ，她 不 俗 的 气 质 ，让 我 这 个
舞蹈初学者很是羡慕，一下子吸引了
我的注意。

她 站 在 队 伍 的 最 前 排 ，吸 引 我
的 ，不 仅 仅 在 于 她 节 奏 感 强 ，曼 妙 优
美的舞姿，更在于她那一身靓丽的穿
着，在一个个衣着随意，松垮，和着音
乐随意比划上几下的人们中间，她显
得 如 此 鹤 立 鸡 群 。 舞 曲 里 面 有 几 支
是傣族舞，她也同样搭调地穿了一身
民 族 风 格 的 衣 服 。 上 身 是 一 件 袖 口
微喇的扎染布料浅绿色短袖衫，下身
穿 了 一 条 艳 红 色 长 裙 子 。 她 跳 得 很
认 真 ，很 投 入 ，怡 然 自 得 地 陶 醉 在 音
乐的意境中。

一曲终了，休息的时候，我走上前
去，忍不住夸赞她的衣服很漂亮。她笑

笑，开始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上衣是去
外地旅游时淘来的纪念品，裙子是在一
次舞蹈业余演出时，统一购置的服装。

因为年龄的原因，她的皮肤已经松
弛，皱纹布满她的脸庞。但是，身材却没
有同龄人易见的发福，依然苗条，硬朗，
我想，大概是缘于跳舞的关系吧。

欣赏着她的舞姿，我的心中升起一
种莫名的感动。在当下很多人都在抱怨
生活没有意思，活着缺少奔头的时候，她
却让我看到了一种昂扬向上的对于生活
的激情。

时下，短视频平台成为手机一族茶
余饭后喜欢光顾的地方。我也不例外，
空闲时间常会刷上一刷。

那天，我正在浏览短视频，突然眼前
一亮，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一看，是老爸。老爸牵着家里的宠物
狗，哼着小曲，和着音乐的节拍，在便道
上扭动着步伐。仔细分辨，能听出是老
妈正在举着手机，不时认真指挥老爸不
要出了画面。

我给老妈打电话，对她说短视频拍得
真好，尤其是音乐，和老爸的步伐配合得

简直天衣无缝。我都还不懂怎么拍呢。
老妈开心笑了笑说：“我换了部智能

手机，用得越来越顺手了，前不久去理发
店，理发店的小张教给我怎么制作短视
频，等有时间我教你啊。”我不禁有些汗
颜，职场中的我还得需要退休多年的老
妈教授我新鲜事物。

老妈自从学会了拍短视频，竟一发
不可收拾，走亲访友拍上一段，外出旅游
也不忘拍上一段。有一次老妈对我说，
有微信群里正在举行歌唱比赛，群里的
老头老太太没有几个人响应，她踊跃参
加比赛。她用从网上购买的手机支架在
家里自己拍了一首唱歌的视频，发到了
群里，还得了个小奖呢。群友们纷纷给
她点赞。夸奖她这一大把年纪了，会的
东西可真不少哇。

时光流转，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人生
的磨砺，儿女已经长大，终于拥有大把闲
暇时光，不被平淡生活中的索然寡味所
打败，积极地拥抱生活，旋转起属于自己
的欢快的舞步。这样的态度与心境，怎
能不引人注目赞叹，又怎能不让人越活
越年轻。

旋转出属于自己的舞步
○ 史凌云

按说在这个“闪婚”来袭的时代，离婚
并不是啥稀奇事，可我还是为我的老同学
佳佳感到惋惜：刚进天命之年，却结了三次
婚。眼下正筹备第四次迈进婚姻的门槛。

我和佳佳曾经住在同一个小区，对
她的几次婚姻也知悉八九。佳佳的第一
任老公是位教师。婚前，佳佳和他倒也
恩恩爱爱，卿卿我我。可婚后，佳佳便一
改婚前小鸟依人的状态，换上了一副“主
妇”的姿态：在家里，时时、事事都讲求

“自己说了算”，要求老公对她是“言出必
行，令行禁止”。看她把老公管成了“小
花猫”，我和同学们都曾私下里劝过佳
佳：“差不多就行了，他毕竟是你的老公，
两口子是夫妻，不是奴仆关系。”佳佳则
不以为然：“不行，我必须确立自己在家
中的女皇位置，不然，一辈子就会受制于
他！”真应了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
有反抗，在佳佳的“高压”之下，老公平静
而坚决地提出了离婚。在家里从没说过

“软话”的佳佳自然不让步，于是，两人三
下五除二就离了婚。

佳佳的第二任老公是位设计师，月收
入在15000元左右。佳佳在单位里拼命加
班、班后拼命炒股，目的只有一个：收入要
超过老公！佳佳在同学聚会时，曾多次跟
我们说：女人若想在家中居于“领导”地
位，必须在经济收入上超过老公！收入上
来了，佳佳的“底气”也就上来了，在家里
说话办事又显现出“女皇”的姿态来，动辄
对老公横挑鼻子竖挑眼。结果，这桩婚姻
只维持了五个月，便“无疾而终”了。

佳佳的第三任老公是位知名企业的
副经理，人很实在，可谓年富力强。结婚

时，大家都很羡慕佳佳：这回算是找到了
满意的归宿。婚后没多久，佳佳又故伎
重演，时常在饭桌上、床榻上对老公进行

“谆谆教导”：“不管你在公司里官多大，
也是副的！而我，则是单位的办公室正
主任！”“你只知道你们单位那点破事，你
有我社会交往范围广吗？”佳佳其实并不
是看不起老公，主要是想通过这些“训
导”，有意在“气势”上压老公一头，从而
显示出自己的家庭优越地位。让佳佳没

有料到的是，她的
“气势”非但没有
得到提高，相反倒
把自己的第三段
婚姻给“压”黄了！

半月前，佳佳
通过鹊桥会，新交
了一位男友，据说
俩人很快就将牵
手迈入婚姻的殿
堂。听到这个消
息，作为老同学的
我们既为佳佳高
兴，又都暗暗为她
捏 把 汗 —— 作 为
昔日班长的我，很

想找个机会跟佳佳好好聊一聊：婚姻是
两个人相濡以沫过日子，而不是一场你
输我赢的擂台赛。在围城当中，男女双
方没有主角，也不分配角，更谈不到谁

“正”谁“副”。放眼现实生活中，像佳佳
这样持有“家庭优越感”的女人不在少
数，把婚姻当作一场擂台赛而争强好胜
者，更不是不乏其人。其实，他们都犯了
一个致命的错误：把自己的爱人当成了
擂台上的对手甚至是敌手！

爱人不是对手，婚姻不是擂台
○ 钱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