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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和西部朋友聊天，随口谈到窗外
的阴雨天气，西部朋友惊讶道：“你们那里
下雨啦。哦，你真幸福！”这也叫幸福？我
立马明白过来，很多时候幸福在不经意间
流淌，幸福其实很简单。

幸福无法用指数来衡量，不会上统计
局的表格，更不会像商品一样，摆在货架
上明码标价。其实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心
灵的触摸。大和多，未必让人感觉幸福，
常常那么一点点，却足以让人沉醉。

我每天提醒自己早些起床，把一切收
拾妥当，步行去上班。沿着东方路，穿过
商业街，经由奎文苑，不紧不慢地走，正好

半个小时的路。既
活动了身体，又舒缓
了生活节奏，我还想
让洞开的心灵，发现
身边幸福的元素，体
味浓郁的生活气息。

走出家门，心里
不再如往常那样拥
挤 ，脚 步 也 轻 快 起
来。小区里，小草青
叶勃发，吻着露珠儿
在微风中轻舞，一抹
阳光照射下来，露珠
儿光灿灿的，美丽极
了。我停住脚步，深
情地看了又看，俯下
身去轻轻抚摸了几
下，手上便有了晨露
和草香，心里也涌起

一阵喜悦。情到深处时，掏出手机“咔嚓”
一下，一个“草上露舞”的特写就这样定格
下来，随时上一眼，都会有一种幸福的感
觉。瞧，幸福来得如此简单，真不知以往
步履匆匆在忙些什么。

奎文苑一带，每天早晨，舞剑和打太极
的老人舒展着柔姿和狭情，还有许多花农
沿街站成一条线，叫卖各色花草。阳光在
悬铃木浓密的树叶上滑下来，当第一缕花
香袭来时，我放慢脚步，眯起眼睛，随着酥
酥软软的“白兰花”“茉莉花”盈盈入耳，我
便沉醉在幸福的感觉之中了。

这样的时光要持续两个多月。花农们

是郊区的中年妇女，打扮得素雅端庄，头
发梳理得光亮。她们手里举着一个铝质
圆盘，里面盛着三五朵扎成一束的鲜花，
或紫或粉，或艳或媚，我最喜欢的当属火
红的石榴花。白居易《山石榴》里说：“日
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当年老
家院子里就有一棵硕大的石榴树，是爷爷
栽种的，每年五月石榴花开，浓艳袭人，怎
不是这个感觉？

半个小时的路程，正适合步行上班，能
悉心赏悦晨露花香，我感到幸福。无论别
人是否笑我不知鲲鹏，我仍常怀燕雀之
心，总是伸出手来，接住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将每一个被疏忽掉的幸福弯腰拾起
来，放进衣兜，在时光里窖藏起来。你若
甩掉凝结的忧郁，还原澄明的心境，用心
感味幸福的酵香，这个时刻，你也会发现，
生活真美好，幸福其实很简单。

幸福其实很简单，它藏在生活的点滴
中。幸福或许是父母的一句叮咛，孩子的
一个微笑，爱人的一句贴心话，亲朋的一
声问候；或许是走出院子晒晒太阳，闻一
缕花香，听一阵鸟鸣，赏一片月光；幸福抑
或是，在网络纵横手机星星一样多的当
下，你接到的一封贴着邮票的信笺；抑或
是屡屡买彩不中，却仍抱有的一丝希冀。
不要把幸福定义在“大”和“多”上，把幸福
视为只能从拧大的水龙头里流淌出来。
作家毕淑敏说过：“幸福常常是朦胧的，你
不要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
悄地扑面而来，你需要静静地以平和之
心，体验幸福的真谛。”

冬天的一场雪覆盖了原野，雪花盈满
了眼帘。我发了一个短信，把这一消息告
诉了南方的朋友。南方的朋友很快作了
回复：“你们那里下雪啦。哦，你真幸福！”
我又一次感悟到了幸福的含义，感受到了
幸福的温度。幸福就是一场雨，幸福就是
一场雪。

幸福就是一场雨
○ 董 宁

做事，是人生下来，伴随一生的活
动，不管是大事小事，还是难事急事易
事，抑或好事坏事。做事最初是动词，动
态的，浮在面上，显而易见。做完一件
事，又变成了名词、形容词，成为一种状
态，接受他人的评判和定义。于是乎就
有“谨慎细致”“鲁莽行事”等之类词语来
评判某一件事。

做事看样子，反映的是真做还是假
做，会做还是不会做。透过样子，可以
窥见是不是真在做和做成事。“有板有
眼、一 招 一 式 ”等 样 子 是 做 事 的 样 子 ，
能够成事；“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等
样 子 是 虚 做 的 样 子 ，难 以 成 事 。 做 事
要 有“真 把 式 ”，说 到 底 还 是 要 体 现 在

“德”和“能”上。“德”体现在真、善、美
上 ，“ 能 ”体 现 在 会 、好 、快 上 。“ 德 ”和

“能 ”一 起 构 成 做 事 的 样 子 ，决 定 做 事
的最终结果评定。

做人，是为人处事的行为状态，有高
尚、庸俗之分，有诚实、虚假之别，亦有率
性而为与刻意伪装之不同。做人是做事

的最高境界，影响做事的成效与结局。
做人内化于心，是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
体现的是人的思想品德格局。

做人靠底子，说白了是人性的正义与
邪恶的孰轻孰重，是贪念与无私的较量，
是思想境界与个人修养的反映，就看天
平滑向那一边。底子决定做人的高度，
衡量做事的认可度。“事易办，人难做”清
晰告诫我们，做人绝非易事。没有深厚
的底子，做人就是空中楼阁，神秘的面
纱、虚假的外套，终究在世人面前露出真
面目，遭人诟病，甚至唾骂。

做事可言传身教，做人更重品性修
养。做事要面子，做人重里子，里子决定
面子，面子影响里子。做事一阵子，做人
一辈子。一阵子与一辈子，反映是时间
长短，揭示的是样子与底子的厚度、高
度、深度。样子可以做出来，底子可是虚
假不来。离开底子谈样子，终究是“纸老
虎”，不堪一击。

做事看样子
做人靠底子

○ 程新兵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
时，我在一所大学做旁听生，认
识了食品学院的一位老教授 。
有一段时间，那座城市正闹流行
性感冒，有一天，老教授跟我说：

“学院请了一位对流行性感冒颇
有研究的专家，请他来讲讲课，
在学院学术报告厅，你也来听听
吧！”我最敬重有学问的人，一听
说是专家——虽然不是我感兴趣
的文科方面的专家，还是从内心
深处升起一丝敬意，便立即答应
了。报告会开始的那天，我按时
来到学术报告厅，没过几分钟，
那位专家来了，大家以热烈的掌
声欢迎他。主持人向大家介绍
他，长长的头衔、让人记不清的
各种获奖经历……这一切使大家
对他的敬意更增加了，于是掌声
更加热烈。他开始讲了，果然是
专家，一个个术语、一套套理论，
讲 得 头 头 是 道 ，可 谓 是 口 吐 莲
花！我就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
与他只隔了一张桌子，所以，由
于对他的专家身份心存敬畏，我
竟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四十多分
钟以后，讲课结束了，进入主持
人提问环节，主持人问：“现在正
是流感发生的季节，请问，怎样
才能有效地预防流感呢？”这个问
题吸引了在座的很多师生，包括
我自己，因为我那时正患感冒，所

以迫切想听听专家的高论。专家回答说：“预防流感
有两个办法：一是要多洗手；二是要保持室内空气畅
通……”专家这句话说完后，现场一阵冷场，因为大家
不相信这是专家给出的答案。我们以为专家会给出
一些另类、新颖的办法，但专家给出的这几点建议，差
不多小学生都懂，还用着专家来讲吗？接着，主持人
又问：“那么您看，要洗几遍手呢？”专家再次回答说：

“至少两遍，最好四遍……”这句话说完，我简直要笑
出声来了，因为我虽然不是感冒问题专家，但这个回
答我也完全能答出来。出于对他的敬畏，我一直没敢
大声喘气儿，但一看所谓的专家是这么个水平，我就
没有顾忌了，开始大声喘气儿了。半年以后，我和外
校的一个老乡谈起了这个专家，那个老乡告诉我说：

“他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早年是卖保健品的，后来讲养
生课，以专家自居，到处骗钱……”我这才如梦方醒。

近读张岱的《夜航船》，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
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
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
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
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故意问他：“请
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

“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指的是一个人，他是
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

“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
人说：“当然是一个人啦！”其实，“尧”和“舜”是两个
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
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

有一些人，根本没什么学问，只是掌握了一点皮
毛的东西、记住了一些术语，就敢自称某一行业的专
家，在与人交往时，拉大旗、做虎皮，滔滔不绝、口吐
莲花……但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所以难免会像上面讲
的那个专家及那个文人那样贻笑大方。学问是装不
出来的，如果真想获得别人的敬重，就得下一番苦功
夫、学一套真本事，那样，别人就不敢在你面前大声喘
气儿、放肆地伸脚了！

﹃
喘
口
气
儿
﹄
与
﹃
伸
伸
脚
﹄

○
唐
宝
民

中午，我到朋友家里吃饭，进去的
时候，发现好多客人已经坐在酒桌上
了，都各玩各的手机，也没人说话。看
到这，我就不由得想起了孩提时没有手
机的时光。

那时候，别说手机，就是连座机还
没普及，即使有座机，大多是单位办公
电话和电话亭公用电话。那年的初秋，
我姑妈家儿子结婚，姑妈家离我家有二
十多里远，按理，表弟即将结婚，姑妈在
那边打个电话给我庄上有座机的人家，
叫人家转告一下就是了，不必要跑那么
远的路报信，并且那时候的路还不通公
路，都是田间小道，半途还要渡两条大
河。可姑妈不听姑父善意的提醒，硬要
亲自跑过来报信，她从大清早出发，一
路走一路歇，走了大半天，下午才疲惫
不堪地才到我家里，刚进去，姑妈就一
屁股坐在板凳上，第一句话就对我母亲
说：“嫂子，家里还有剩饭吗？我快饿死

了。”母亲听了，一边忙不迭地给她盛
饭，一边埋怨姑妈，说：“你也真是的，
跑那么远干吗？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姑妈说：“那不行，我平常很少来，何
况，我儿子要结婚了，这么大的喜事，我
更要过来报信。”母亲听了，心疼地说：

“二十几里路呀！你就不怕把腿跑断？
以后，有什么事情，最好还是打个电话，
叫人家转告一下吧。”姑妈听了，摇了摇
头，说：“不行，因为我走的是亲情。”姑
妈说得对，因为走的是亲情，再远的路
也能坚持下来。现在呢，每人都有一部
手机了，如果哪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只
需打个电话就行了，多省事，可我觉得
亲情好像离我们已经疏远了许多……

最喜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
我家六口人，我上有两个姐姐，还有一
个弟弟。每次到了吃饭，弟弟就摆好了
板凳，我呢，就到厨房里给全家人盛饭，
大姐怕我端菜烫了我自己的手，就坚决

不让我端菜，估摸着这个点，父母也该
回来吃饭了，于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别看弟弟人小，就是话
多，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就是不知道
哪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弄得当过生产
队长的父亲也结结巴巴地答不上来。
二姐话也多，有次吃饭，二姐心有余悸
地说，今天她到菜地浇水，遇上了一条
大蛇，自己的魂都吓没了，想跑，可腿子
就是不听使唤，只得站在那里不敢动，
直到大蛇窜进路边的草丛里，她这才惊
魂未定地逃离。大姐听了，笑着说二姐
胆子太小，并说如果自己看到蛇，肯定
会捡起树枝、石块或者是土疙瘩朝大蛇
狠命地砸过去，到时候，大蛇肯定会逃
之夭夭。看到他们都说话，我也不甘落
后，便笑嘻嘻地说，今天早上我们学校
上广播体操课，我前边的同学因为穿的
是拖鞋，在做伸腿动作时，他抬起其中
的一条腿时，有一只拖鞋却突然飞了出
去，砸到前面同学的后脑勺上……还没
等我说完，母亲顿时笑得前仰后合，差
点把吞进嘴里的饭吐了出来。

现在呢，我们有了手机，一家人有
时候也围坐在一起，都各玩各的手机，
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初其乐融融的
那种温馨氛围呢！

以前，每次出门，我总要随身带着
几本书，有时候是小说，有时候是杂志，
也有报纸，最不济，哪怕是诗集也行。
那时候，是愤青们爱好文学狂热的时
代。据说有人曾调查过，走在大街上，
十个就有九个都曾想过做诗人梦，虽然
有点夸张，但是对文学的狂热，还是可
见一斑的。有一次，我坐大巴出差，发
现车上的人，十有八九都在看书，有的
还啃起了英语，有的看高中语文，还有
的看席慕蓉的诗集，这还不算，有的还
掏出笔记本，密密麻麻地在上面写着什
么。那时候，我也算狂热的文学爱好
者。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一家文学创
作函授班，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而且
每个星期还要交一篇习作，让老师辅导
辅导。不得不说，我报文学创作函授班
的三年，是真的收获了三年，除了在当
地的报纸发表作品外，我还在其他报刊
发表多篇了拙作，在县城里的文学圈里
有了一定的名气。所以，直到今天，我
对文学还在不断地孜孜地追求。县城
的东北角，有一家图书馆，那是我们经
常逛的地方，读者很多，去迟了，根本就
找不到位置坐，只能站在过道里或者走
廊上看书，借阅的几本书，通常会会坐
着公交回去，看书的也不少……现在
呢，我们有了手机，每次乘坐大巴或者
公交，看书的就寥寥无几，图书馆里也
没有多少人光顾了。

我 是 多 么 怀 念 那 个 没 有 手 机 的
时光啊！

没有手机的时光
○ 张志松

微环保，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改变自
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最终达到对环境保护
的微小贡献。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家也逐
步进入到了微环保的行列。微环保，正悄
悄地影响并改变着我们家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作为小学教
师的我总爱精打细算。去年，我们家在小
区买了套新房子，装修时我尽量使用节能
灯。每次举家外出，对于电热水器、电视、
抽油烟机、电脑等电器，我都会在第一时
间及时拔掉电源。这样做既能省电，同时
又延长了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为了实
现水的综合利用，我常把妻子洗青菜洗衣
服的水截留下，倒进一个废水桶里，用来
洗刷拖把或冲厕所。为这，每次收水费的
工作人员到我家，总会东瞅瞅西瞧瞧，看
看我是不是给水表动了手脚。很明显，俺
家的水费比别人家少不少。

过惯了大半辈子细日子的老妈，更
是微环保的高手。老妈一辈子没啥爱
好，就是好喝茶。早晨起来洗漱完毕，第
一件事就是沏上一杯茶。当然，这点也
影响到了我们全家。别的不说，单单就
买茶叶来说吧，就可见一斑。隔不了一
段时日，老爸就去超市买茶。在老妈的

提议下，我们家很少喝袋
装茶。老妈说：“袋装茶
大袋套小袋，用完后会产
生些废纸袋，不太环保，
而且价格也贵。”喝完后
的凉茶，别人大都一倒了
之，老妈则留下来浇灌花

草。至于茶梗，老妈更是视若珍宝，小心
翼翼地留下来，晾干后做枕头。不查不
知道，上网一查，茶叶枕头的好处还真不
少：中医学认为，头为诸阳之会，精明之
府，气血皆上聚于头部，头与全身经络俞
穴紧密相连。茶作为芳香类天然植物，
挥发出的香味具有祛痰定惊、开窍醒脑、
扩张周围血管的作用，直接作用于头部，
从而防病祛邪，平衡气血，调节阴阳。小
女儿出生至今，一直使用老妈制作的茶
叶枕头。偶尔换了普通枕头，小女儿总
会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作为家庭
主妇，妻子在微环保方面更是不甘落后。
由于离单位不算很远，每次上班妻子都骑
自行车或步行。用妻子的话说，“别人是
晚饭后遛弯，俺是天天在遛弯。”妻子更懂
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的道理。常教育
小女儿把用过的本子不要随便扔掉，而是
集中放到一个小箱子里，一块卖给收废品
的。每次卖掉废纸的钱，妻子都给小女儿
存着，这也算是一种鼓励奖赏吧。

我们家从不使用空气清新剂，道理很
简单，妻子精心呵护的那些花草，已经给我
们全家营造了足够的纯天然的温馨与清香。

家庭微环保
○ 邓荣河

人们总喜欢向第一名看齐，而有时
候也向最后一名看去，就会从他们身上
得到一些启发和感悟。

我常去广场散步，那里活跃着一支舞
蹈队，每天晚上跳健身舞是他们的必修
课。他们舞姿活泼轻快，舒展动人，每个动
作都编排得很时尚，特有美感，吸引了很多
人驻足观看。我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这
个想法在我心里徘徊了很久，只是我没有

专门的老师教，和他们站在一起边学边跳，
会很不合拍，况且那样我会觉得好难堪，只
能羡慕地在一旁当一名观众。这支激情四
射的舞蹈队，都是些年轻俊美的年轻人，但
有一个人很特殊，也很显眼，他是一位60
多岁的老年人。在这个队列里，他年龄最
大，年长者就他一个。换句话说，从年龄上
来讲，他就是最后一名了。他跳广场舞一
点基础也没有，但他敢于站在年轻人的舞

蹈队伍里，天天跟着跳，跟着学，现在好多
动作都基本掌握了，乍一看，像片秋叶飘来
移去的，还真有几分美感呢。当初他来这
跳舞的时候，是否想到自己是个年老的落
伍者？我想着想着，立马跑进舞蹈队列里，
站在最后面跟着跳起来，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动作难看，我甘愿这么做，甘愿跟着学。
我坚持了好一段时间，终于成了一名优美
的健身舞蹈者。

有位朋友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路走
来几乎没遇到过太大的挫折，每次商业转
型，他都能一路闯关。公司效益虽有起
伏，但终于成为当地颇有实力的知名企
业。有位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他说了这
么一句话：“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向最后一

名看去同等重要，别人的失败会让我避开
挫折，我会时刻研究和分析它。”

我所在的小区里有一位李姓人家，他
家住房未作装修，别的住户一家比一家装
饰得豪华。在这个小区里，这户李姓人家
生活不宽裕，日子过得最差，但也过得扎
实愉快，说话也很风趣。小区新搬来一家
姓徐的邻居，有人问他，你们打算怎样装
饰一下住房呢？姓徐的邻居说：“我会向
那位李姓人家看过去，他们生活条件不
好，但一样安分快乐地生活，我也一样。”

生活中我们习惯向成功者学经验，
而忽略了向最后一名看过去。有时候，
向最后一名看过去，同样能激发我们上
进和走向成功，并踏实地生活。

“最后一名”的启示
○ 董国宾

我们在生活中
一 定 有 过 这 样 的
经历：和朋友约定
见面时间，对方迟
迟不来，打电话问
询，对方漫不经心
地回答，正准备出
门 或 有 事 来 不
了 。 托 他 处 理 一
件事，明明满口答
应，到了关键时刻
却 掉 链 子 。 这 就
叫不靠谱。

曾经，我以为
给一个人最高的评
价是“聪明”“情商
高”“有能力”之类
的，渐渐地，在工作生活中，“靠谱”才是给一个人最好的评价。

一个人靠不靠谱，要看他是否遵守承诺，是否具有执行
力。工作中最大的靠谱，就是有担当不推诿。无论是家庭、
事业还是社会责任，只要该自己承担的，都不会推脱。无论
遇到多少困难，都愿意迎难而上，把工作完成好，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撂挑子，把
事情推给别人。因为有担当，就有把困难攻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靠谱，就是
让人觉得，你值得相信和托付。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托付于你，都能认
认真真地做好。这样的人，让家人踏实，让领导安心，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靠谱之人，最看重诚信，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会敷衍应付，
即便遇到不可抗因素，没有完成，有真诚的沟通和回复，也会得到对方的理解。

不靠谱还可能会让一个人失去朋友，人人都喜欢跟守承诺讲诚信的人在一
起，一个人总是说到做不到，时间长了自然会被朋友们疏远。嘴上靠谱不如行
动靠谱，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靠谱的人，值得信赖，可以托付事务、事业甚
至终身。遇到靠谱的人，或与靠谱的人在一起，生意会兴旺，工作会顺利，婚姻
会幸福。但自己首先得是一个靠谱的人。

最
好
的
品
质
是
靠
谱

○
鲁
庸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