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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莎

/ 诗 篇

在中国文学馆

(组诗)

这里很安静

我轻轻来

很安静

几位大师的灵魂

在这儿一一被呵护

在这儿歇息

我默默

注目他们的雕像

感到春天般的亲切

我燃烧的目光

很温暖

像是被他们文化的火焰点燃

鲁迅头像

先生的头像

在文学馆入口的醒目处

先生每天在此处

横眉冷对的是一些假文人

我还看到

先生精神不死

先生的骨头

很硬

硬成历史的一根傲骨

冰心雕像

汉白玉石

雕刻你的倩影

雕刻你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

我看到你一句话———

“有爱

,

就有了一切。 ”

这一句话

似乎阳光一样

温暖着我

这时，我想到

你的《小桔灯》

在我的心里

,

还一瓣一瓣地亮着

艾青雕像

年少时，我怀揣一本《艾青诗选》

在诗歌里徜徉

今天，在中国文学馆

我惊喜

像见到艾青一样

见到诗人艾青的一尊雕像

诗人艾青栩栩如生

正为一个诗句凝神

一动不动，陷入思考

我在诗人的身边

也没有惊动诗人艾青

我只是悄悄离开

然后，我转过身子

向诗人艾青注目

并投以仰慕的目光

艾青先生的《大堰河》

多年前

被我滔滔诵读

已汹涌在我的记忆里

我来这里

我来这里

把自己的脚步

放得很慢

怕是惊扰了大师

我默默

携带着仰慕和寂寞

只是为自己的一首诗

能有一根的硬骨

离去的时候

我再看鲁迅先生一眼

先生的缄默

和我的目光像有一个心灵的对接

我离去时

鲁迅先生

把头颅挺在文学馆的门口

我离去时

先生说了一句话———

“诗人，没有灵感，莫要作诗！ ”

□

刘良伟

/ 诗 篇

你在雪山上生活

———兼致小蒙和《被今天的驱逐》

我常常怀疑———

我是在哪里？

我常常感到———

自己的虚伪

昨天的风

已在风中死亡

沿着逆风而行的路

你来到雪山

并留下来继续你的生活

没有楚河汉界

没有涂满黄金的长街

没有电话号码

和香甜可口的奶油面包

你在雪山上生活

每座雪山

都有一座森林盖起你的小屋

你在雪山上生活

在寒风和晶莹发亮的雪中

你的微笑格外鲜艳

你笑着

走着每天必须的路

让我思念

让我欣喜

也让我因此而回家哭泣

□

刘金忠

/ 随 笔

天 性 怜 悯

在电视里看到一段画面，是《动物

世界》里的，一只母花豹幼小时曾被一

群狒狒攻击过，在母亲的保护下侥幸逃

生，当它成年后，母亲赶走了它，逼其独

立。它狩猎的第一个对象是一只成年母

狒狒，它战胜了当年的恐惧，很顺利地

猎杀了母狒狒，当它拖着狒狒想去享用

美餐时，从死去的母狒狒身上滚下一个

毛茸茸的小球，它一看，那是一只小狒

狒，还在哺乳期，它迟疑了一会，没有咬

死小狒狒， 它听到远处传来鬣狗的叫

声，是来抢夺食物的。就在这时，不可思

议的一幕出现了，母花豹先藏好死了的

狒狒，然后，轻轻衔起小狒狒，爬到大树

上，在粗大的枝干上放下小狒狒，它要

保护这只小狒狒， 看到小狒狒尖叫乱

爬，母花豹用爪子将它拨回来，免得它

掉下树去，为不让小狒狒摔伤或被其他

动物吃掉，它把小狒狒搂在怀里，躺在

树干上，就像母亲一样呵护着。最后，因

天气寒冷，小狒狒还是冻死了，但母花

豹这种意外的行为深深感动了我，久久

不能忘怀。我不知道，这是母性的复苏，

还是突发的怜爱？ 是瞬间的忏悔，还是

偶然的游戏？

本来，狒狒也是花豹的敌人，它幼

小时也曾差一点成了狒狒的食物，但当

它杀死母狒狒， 发现了这只小狒狒，原

本的敌意消失了，竟突然产生了怜悯之

心，从杀戮者转变为一个保护者，这种

现象很令人玩味，是它看到小狒狒还太

小，不忍心杀害它？是它暂时不饿，还没

有胃口？是它想到了自己小时候被母亲

保护， 因此懊悔杀死了小狒狒的母亲？

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动物也是有情

感的，天性怜悯也许不仅仅是我们人类

才有，最凶猛的动物也有，这是与生俱

来的，我们不可小看了它们。

《动物世界》是我最爱看的电视节

目，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个节目是完全

真实的。当我看到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

界里，狮子追赶角马群，角马们拼命狂

奔时，我会为角马的命运担忧。 当羚羊

在河边喝水，遭到鳄鱼伏击时，我会为

羚羊的不幸而揪心。当作为百兽之王的

雄狮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时，它茫然

地望着远方，满眼无奈，我会为它怅惘。

当暴躁的河马形单影只， 被狮群围困，

垂死挣扎时，我会为它的处境焦虑。 当

丑陋的鬣狗群体作战，从狮子口中夺走

食物，我会感到难以忍受。 当水牛为保

护同伴将鳄鱼开膛破肚时，我会感到惊

诧。 当一头大象死了，其他大象久久不

肯离去， 纷纷用鼻子触摸死象的尸体

时，我会感到心痛。 当高大的长颈鹿被

狮子咬倒，成了狮子的美味，我也会感

到悲哀。看来，我也是个天性怜悯的人。

看到电视里弱小的食草动物被猛兽猎

杀，我为他们难过，看到那些不幸的人

们走投无路，悲痛欲绝，我为他们流泪，

当看到被母亲丢弃的狼崽和雪豹幼崽

或小熊在荒野里哀嚎，路过的人将其带

回家喂养，我会感到开心，当狗妈妈为

失去母亲的虎崽喂奶， 我会感到欣慰。

是不是怜悯就是同情？ 就是可怜？ 我没

有考证过，就我的感觉，怜悯有同情的

成分，但不能完全等同，有关爱的成分，

但也不尽然，它很微妙，也很模糊，似乎

那就是潜意识里偶尔闪现的那一缕爱

的阳光，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在某一个

特定的时间突然出现， 是一种可遇不可

求的心理活动， 它有偶然性， 也有必然

性。

说起来，天性怜悯应当是人类的本

性， 亦是万物的本性。 “人之初， 性本

善”。这个善，就包括怜悯之心，那么，为

什么后来有的人却变恶了？为什么那些

动物会变得凶残了？ 我想，还是生存环

境决定了行为。 当一个人穷困潦倒，连

吃饭的钱都没有， 他就难免会想到去

偷、去抢、去图财害命，当他没有别的本

领去赢得富裕的生活，就会靠邪恶的手

段去牟取利益，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栽

赃陷害，而在他出生时，这些都是不可

想象的。 动物也是这样，狮子不去猎杀

食草动物，它就会被饿死，弱肉强食，毫

无良善可言，自然界的法则就是这样残

酷无情，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一切都是

为了私利。 我们也见过同类相残的场

面，鳄鱼、狮子、鲨鱼等凶猛动物都会突

然攻击同类，分而食之。 那为什么还会

有怜悯存在呢？ 无论哪一种动物，在不

危及生命时，也不会无故屠杀，我们看

到过，狮子吃饱了，成群的斑马、角马在

身边走过，他们也无动于衷，一时可以

相安无事。同样，我们也看到过，狮群来

了新的雄狮首领后，它就把所有的幼崽

咬死，以繁衍自己的后代，而水牛为了

报复狮子， 将刚刚学会走路的幼狮顶

死，尽情发泄对狮子的愤怒。可见，任何

动物，包括人类，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

体，一瞬间，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怜悯闪

光，魔鬼也会变成天使，而时过境迁后，

天使又复归魔鬼的本性，杀戮机器重新

运转起来。

不管怎么说，怜悯是一种崇高的情

感，值得我们感叹和感动，无论是在野

生动物身上，还是在人类身上，无论在

动物与动物之间，还是在人类之间抑或

是人类与动物之间，它都令我们为之心

动，它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我们

都应该珍视、尊重，我们都应为它的存

在而骄傲。 它来自天性，表现在社会活

动中， 使彼此之间的情感更加丰富、可

爱， 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可

爱。

� □

李晓飞

/ 山阳论道

孟州出《河图》

“麟凤龟龙”被古人称为四大神兽。

我不解，为什么只有“龟”是至今仍有的

真实动物 ，而 “麟凤龙 ”却是虚构的动

物？从来“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在他所

作的 《春秋 》中说 ，他亲眼看到过 “麒

麟”，被叔孙氏的车夫钥商猎杀，还为此

哀怜泣泪。 《礼记》说，“麟龟龙”都生活

在野外的河流沼泽中，难道它们都真实

存在过？ 没有考古证明，我只能相信它

们是传说或者是类比想象。 一次，我将

一杯水泼在地上，水迹竟然酷似一匹奔

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既然能把山头造

成圣哲、把云朵造成骆驼，为什么不会

在黄河中造出一个“龙马”？乌龟背上确

有规则的图案， 偶然出现的 “龙马”背

上，也完全可能出现规则的图点。 若是

普通人看到只会觉得稀奇，惊讶一阵也

就罢了， 可它恰巧被圣人伏羲看到，伏

羲立即意识到其意义非凡，于是就将其

仿画下来，揣摩研究，遂有《河图》传天

下，遂有八卦诞生。

伏羲看到“龙马负图”并将图案仿

画下来的地方叫“孟津”，即黄河北岸的

孟津渡口，特指今孟州南部的古孟津渡

口，而不是今黄河南岸的孟津县。 原因

很简单 ，现在的孟津县 ，汉代叫 “河阴

县”，金代以前叫“河清县”，其境内的黄

河渡口古代叫“河阴渡”，金代时河清县

才改名为孟津县。历史上只有黄河北岸

的渡口才叫孟津渡。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孟津：在

河南孟县南十八里。 《禹贡》：导河洛，又

东至于孟津。 《水经注》：武王伐纣，与八

百诸侯咸同此盟， 古曰孟津， 亦曰盟

津。 ”

《辞源》：“孟津 ：津名，在今河南孟

县南。 周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会盟于

此，故又名盟津，又名富平津。 ”

《辞源》：“孟州：地名，古孟津地，相

传武王伐纣，与诸侯在此会盟，亦曰盟

津，即今河南孟县地。 ”

《四库全书

.

河南通志》卷八十 “辨

异”：“古孟津非今孟津县。 武王会诸侯

于孟津，春秋时为古河阳也，水北曰阳，

在河之北岸。 光武以恂为河内太守，又

拜冯异为孟津将军，统兵河上，以拒更

始。 敕曰：但遇他兵，勿令北渡。 是在大

河之北也。 唐武宗于河阳县置孟州，明

初改曰孟县，属怀庆府。孟津县在南岸，

金改河清县置，属河南府。 ”

现在的中国地图所标示的方位皆

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与人面朝北

站立的实际方位一致。而《河图》标示的

方位恰恰相反，与人面朝南站立的实际

方位一致。只有以黄河北岸面对黄河中

的“神马”为坐标，才会有前为南、后为

北，左为东、右为西的方位标识。 《河图》

的产生地在古覃怀孟津、今焦作市孟州

无疑，而绝非今孟津县。不知何时起，群

言淆乱 ，异说争鸣 ，三人说虎 ，弄假成

真，有些人硬把《河图》的发祥地安在今

孟津县，岂不滑稽？

《河图》是焦作古代文化中一颗璀

璨的明珠。伏羲画《河图》，文明肇洪荒。

《河图》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引领华

夏民族从洪荒中走出，开始进入文明社

会。

“龙马负图”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

载。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编廿六

史》综合古籍记载曰：“帝治极盛，文明

将起，于河中生出一件物事，其物龙首

马身而龙鳞，高八尺五寸，形类骆驼，左

右有翼，波中踏水，如履平地。 背负图

点，其文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

九，中五十，出于孟津河中。伏羲至河边

观看，乃叹曰：此文明之始也！命抬石案

至前，同群臣拜礼讫，遂将其背上图点，

用烰炭画于石上，由是则而象之，推而

广之，画成乾、坤、艮、巽、震、离、坎、兑

八卦。 ”

《河图 》的文字表述 ：实圆圈代表

“阴”、偶数，虚圆圈代表“阳”、奇数；一

个偶数和一个奇数搭配为一组，共分五

组，每组偶数与奇数之差都是五；三八

为左、东、木；二七为前、南、火；四九为

右、西、金；一六为后、北、水；五十为中、

中、土；前右阳中有阴，后左阴中有阳，

中表阳形成于阴。

《河图》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把早已

诞生却只有口头相传的“阴阳”观念和

“五行”观念结合起来，使之整体化、数

据化、文案化，人类的精神世界有了可

视、可言、可用、可传的思想依据。 它是

“阴阳五行学说”的源头，它使“阴阳五

行学说” 得以发扬光大有了实物依据。

具体说来，它发明了从一到十的单个数

字，蕴含了算术的“十进位”制，并区分

出奇数和偶数， 奠定了数学发展的基

础；它确定了方位概念并与数字联系起

来，以怀川孟津为天下中心，以向着午

阳面对黄河为坐标，确定前、后、左、右、

中，对应南、北、东、西、中；它把“阴阳”

概念具体化了，用极其简单的一虚一实

两个小圆圈来代表， 并与数字联系起

来，按照四时运行方向，以奇数表阳、偶

数表阴为计数基础，通过数字排列绘制

出来 ；它把 “五行 ”观念寓于整体图案

中，“前后左右中”或者“东西南北中”都

是“五行”的具体化，每一组圆圈数之差

都是“五”，也是“五行”的具体化；它为

后世的 “阴阳五行学说”发展， 提供了

极大的想象空间； 它启迪伏羲以此为

基础创作了 “八卦”。 “阴阳五行” 和

“阴阳八卦” 各种独立发展后又合流，

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百科的灵魂和最大

特色。

孔子在 《易传》 中说： “河出图，

洛出书 ， 圣人则之 。 ” 晚年却感叹 ：

“凤鸟不至 ， 河不出图 ， 吾已矣夫

!

”

意思是凤凰不来了、 河图不出了， 我

看不到希望了啊 ！ 凤鸟来翔在帝舜 、

周文王时出现过 ； 《河图 》 在伏羲 、

帝尧时出现过 。 凤鸟来翔与 《河图 》

出现， 是映衬着时代欣欣向荣的祥瑞

景象。 而孔子的时代，离他所知道的这

种理想越来越远。 诸侯正在一步步踏碎

古代世界的规矩和方圆，同时也踏碎了

孔子心中一直不泯的梦想。 亲历的时代

离开了孔子所认为的品德，正在走向越

来越远的地方。 黄河不再出图，凤鸟已

经绝迹，好容易出现一只麒麟，也被当

作猎物射杀了。 孔子黯然神伤，因为他

建立不了他想要的那种伟大时代了，或

者那种向往的时代在自己的一生已是

不可能见到了。 他并不知道他死后的影

响会有那么大，他无论如何不会想象到

自己会是一座屹立二千余年的信仰的

丰碑。 否则，他会在此时此刻说出要乐

观得多的话语，而不是发出如此哀怨的

声音。 他若能想象到《河图》发源的“阴

阳五行”同他倾注心血注解的《易经》一

道， 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洪

流，也一定会是另一番感慨。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

杨桂英

/ 心香一瓣

桃花盛开的季节

春天来了，她带着暖暖地微风，

携着细细地小雨，把枯燥、灰白的大

地，装扮得绿草茵茵、百花枝摇。 人

们的精神也为之振奋了，看！ 清晨公

园里有放声高歌的，有翩翩起舞的 ，

有跑步遛弯的， 有举着鸟笼逗鸟叫

的老人， 还有湖边捞蝌蚪的小孩，更

有在那百花树下摆着各种姿势拍照

的……

我也同大家一样，来到公园呼吸

着新鲜空气， 置身于绿茵花海之中，

陶醉于鸟语花香之境，真可谓百花盛

开、争奇斗艳，叫我目不暇接。 然而，

令我最钟爱的是桃花，特别是那开着

梅红色的桃花，对它总有一种特殊的

情怀，每每走到它的树下，总要驻步

仰望，静静地沉思，苦苦地追忆着往

事。

几十年前，在南方我家的窗外也

有一棵梅红色的桃树，所不同的是它

的花瓣儿是单层的。那时我家住在二

楼，它长得很大，树干足有海碗口那

么粗；它长得很高，有些树枝已超过

了二楼；它离我家很近，近得我站在

家中窗前伸手就能够着似的。曾听父

亲说是他从一处垃圾堆边发现的，那

一棵小小的树苗，父亲把他移栽到窗

外，浇水、除草、施肥，在父亲细心管

理、呵护和阳光的照耀下，它经住了

雷打雨浇，一天天长大了、长高了，开

出了鲜艳的花朵，结出了尝一口酸溜

溜的小毛桃。父亲高兴地说：“这是没

有嫁接，一旦嫁接好了，它会结出香

甜的大桃子来的。 ”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棵桃树下度

过的。 每天我和伙伴们围着它，捉迷

藏、跳皮筋，笑声、打闹声随着微风好

像落到每一片桃叶、 每一朵花瓣上。

冬天到来的时候， 大地银装素裹，树

枝上的雪经风一吹便抖落下来，掉在

我的头上、身上，有时候还钻进我的

脖子，凉凉的，好玩极了。 春天，满树

桃花映红了我的家，映红了小伙伴的

脸庞，更映红了我的思绪。 一朵朵桃

花就像我身边的小伙伴一样纯洁美

丽，我真是爱极了它！所以，偶尔也会

叫爬到树上的小伙伴帮我折上几枝，

插在床边桌上的花瓶里。 晚上，那淡

淡的清香伴着皎洁的月光，一起飘起

了我的梦乡。

到了夏天，就数这棵树上的知了

叫的最欢，也许同我那些淘气的小伙

伴一样，看见了树上结出一个个青色

的小毛桃，就像闻到香甜可口的大桃

子而垂涎欲滴吧。 小小的毛桃，在那

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是诱人的。 瞧！ 不

是这个悄悄地上树摘，就是那个找来

长长的竹竿敲，有的还用弹弓打。 掉

下来的毛桃他们争先恐后地捡起来

在自己的衣服上蹭蹭就往嘴里送，尽

管被酸得龇牙咧嘴，但他们总为获得

胜利成果而欢喜雀跃、乐之不疲。 每

当看到这情景，我总是站在窗帘边撅

着嘴、瞪着眼地烦着他们，但更多的

是看到他们弄得泥猴般身、花猫般脸

的模样也情不自禁地偷偷乐着……

而如今，我又站在盛开桃花的树

下，却人距千里，时过境迁，怎能不叫

我感慨万千，想着我的童年，想着那

些当年的小伙伴，更想着我已故多年

的老父亲，情感的波涛在我的脑海里

翻涌着，激动不已的同时，一阵阵酸

楚和忧伤也直袭我的心头，弄得我的

双眼泪蒙蒙的。我不知道当年的小伙

伴们现在生活得怎样？他们还记得那

桃树下的欢声笑语吗？可令我确信的

是：在另一个世界的老父亲一定会拥

有成片的桃林，满园的桃花！

□

基 民

/ 经典叙事

化 解

我任区教育局长时，章瑞半中腰

从别处调来任正科级副书记。 他小

50

岁，热情蛮高，挺负责任，工作起

来猛劲有余而柔性不足。到任

3

个月

时，虽说和大家混得有些熟稔，但对

每人的脾性还摸不甚准，因而弄出一

桩岔皮事。

那天， 局里排练国庆大合唱，章

瑞领着

10

多人一组练唱高声部。 其

他人都到了，只差牛贵，而他又是领

唱，少不得。 又等了一会，还不见来，

章瑞一扯急，说不等了，开始练唱。约

摸

10

分钟， 牛贵匆忙进来， 自知理

亏，赶紧扯嗓参与练唱。结束时，章瑞

小结，表扬了按时参练者，点名批评

了牛贵。 也小

50

岁的牛贵眼瞪成牛

铃，一下一下使劲剜他，嘴张了几张，

想说点啥，到底咯噎咯噎咽了回去。

次日，照常练唱，章瑞却迟到

10

分钟。 他走进来，坐下，刚要参与练

唱， 牛贵突然站起来说：“章书记，昨

天我迟到了，你指名道姓批我，我可

一声没吭。 今天你迟到了，该咋说？ ”

章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陡然陷入

窘境。此时，章瑞若接过话茬，来几句

软和的客气话，或许就能化解。 可自

己是副书记， 工作

20

多年没见过这

样挂蛋的愣头青，当领导

10

来年，没

被人如此点过炮， 若伸伸脖咽下去，

尊严何在不说，以后有人蹬鼻子上脸

效仿着弄出更下不来台的难堪咋办？

这样想时，章瑞话头硬邦邦地说：“我

迟到是因为有公事！”牛贵不买账，说

谁迟到不是因为有公事？ 章瑞又说：

“我迟到是李局长找我说事。 ” 牛贵

说：“我迟到还是政协刘主席找我说

事哩！”章瑞说不服牛贵，觉得更没面

子，说你等着，练了歌再跟你说事。

练唱一散，章瑞急来找我：“这个

牛贵咋恁牛，我饶不过他。”他话没落

地， 牛贵气呼呼进来说：“李局长，书

记拿大点戗人， 我不认他是书记，他

说饶不过我，我还饶不过他哩！ 告诉

你，章瑞，咱走着瞧！ ”说罢，一转身，

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走了。

章瑞本来就火冒三丈，牛贵又兜

头泼上一瓢油， 火气更大：“你看看，

要是不能制伏他，以后还咋工作？”我

笑笑，劝他坐下，先消消气。我说：“扯

急解决不了问题，你不摸牛贵那牛脾

气，他是个顺毛捋，咱得让着他点，因

为咱是领导。”章瑞不依，说：“凭啥领

导就得让着他？ ”我说：“要想大事化

小 ，小事化了 ，得因人而异 ，找对方

法。 对牛贵就得这样，不这样，会越弄

越麻缠，你信不？”章瑞说：“我不信，只

要你支持，我肯定给他弄点颜色看！ ”

次日一上班，牛贵来找我，从包

里掏出打印好的一沓材料说：“我要

告章瑞，这材料我要给区领导每人送

一份， 念及你对我好， 给你招呼一

声。”我简单扫了两眼，材料写的事都

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虽说没有一件

够上纲线，但如果进入领导眼帘，也

很败兴。 按说我该当面狠批他一顿，

责令销毁材料。 但我太了解牛贵了，

如果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便说：“牛

老师，我当着局长，你告章书记，不是

变相告我没管好身边人？ ” 牛贵说：

“不是的，我用的对比手法，说你公道

正派，务实能干，而他……”我止住他

说：“你把我说得再好不还是出了告

状问题？ 你听我话不听？ 他点头说当

然听。我说那好，你先把材料搁这里，

我让你送了你再送行吗？ ”他点点头

说行。

送走牛贵，我去找章瑞。 推开办

公室门，见他一脸不高兴。 我说别生

气，跟牛贵犯不着。我了解了，他迟到

确是政协刘主席找他说事， 咱批评

时，他没吭一声。咱迟到了，他当众发

难，尽管方式不对，但打个颠倒想想

也不算太大事。 你越跟他较劲，会越

被动，你不信，现在告状信写了一沓

子， 等着给区领导送哩。 章瑞一惊，

说：“他说告我啥？我说不管告的算不

算事，但影响总不好。 ”

看过一沓印好的材料，章瑞有点

下气，说事到如今，你说该咋整？我说

两个字：“化解”。他说咋化解？我说你

听我安排，保证能化解。

中午下班，我和章瑞一起到商店

买了

300

多元食品， 来到牛贵家，放

下东西，章瑞趋步上前握住坐在躺椅

上老人的手说：“大娘， 听说您病了，

我和李局长来看看您……”章瑞的话

没 落 地 ， 牛 贵 眼 圈 一 热 ， 一 把 握

住章瑞的手说：“章书记，我错了，对

不起，我不该对你不恭……”章瑞说：

“不，牛老师，我有错，不该乱批评，自

己还迟到……”牛贵：“说不，都怨我，

我今后再也不驴毛狗性了……”

从此， 章瑞和牛贵遂成莫逆之

交。

章瑞不无感慨，说：“看来没有做

不好的工作，只有找不准的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