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

岁】我们的出生没有什么了不

起，但我们的死亡早已开始。

———爱德华·杨《夜思》

【

4

岁】

4

岁的时候我往果酱里面加

盐，结果被抓住了。 我想那不是由于邪

恶， 而是出于一种对科学的兴趣。 总

之，这是我唯一能记住的。

———让·保罗·萨特《词语》

【

6

岁】很久以前，在我

6

岁或

7

岁

的时候。 我记得自己曾虔诚地祈祷过。

———约翰·莫莱《葛莱德斯通的一生》

【

10

岁】噢！ 在我

10

岁的时候，我

在雄心勃勃的想象中击败了所有的

人———包括拿破仑！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致

R.H.

霍恩》

【

12

岁 】他差不多

12

岁了 ，他的

儿童时代过去了。 春意渐浓，他第一次

深深地感觉到独处的莫大乐趣。 夜晚，

他穿着薄薄的睡衣， 站在面临果树园

的窗户前，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为与世

隔绝欣喜，听汽笛声呼啸而去。

———托马斯·伍尔夫 《想想家吧，

小天使》

【

14

岁】那时我在寻求庇护，我只

关心我自己， 并在我的日记中静静地

写下我所有的欢乐、 悲哀和屈辱……

我当时经常冲着妈妈发脾气， 现在有

时还这样。 的确，她不理解我，可我也

不理解她。 ———安妮·弗朗克

【

17

岁 】

17

岁了 ，你要准备好去

处理数不清的爱情纠葛。

———弗朗索娃·萨冈《反响》

【

22

岁】我听一些男人说，在

13

岁

至

22

岁，他们愿意做女人，而且是漂

亮的女人；而在

22

岁以后，他别愿意

再一次变成男人。

———让·德·拉·布鲁叶尔《人物志》

【

29

岁】米开朗基罗在

29

岁的时

候已享有盛名， 致使于勒斯二世特意

请他为自己修筑坟墓。

———吉尔吉奥·瓦萨里《名画家传》

【

33

岁】 在扎底斯的海格力斯神

庙，裘力斯·恺撒看到一尊亚历山大大

帝的塑像， 发出阵阵叹息———因气恼

而叹息。 在他这个年纪，亚历山大大帝

已经征服了世界， 而自己连一件值得

一提的事都没有做成。

———苏托纽斯《恺撒世家》

【

36

岁】莫扎特

36

岁去世，拉斐尔

也是

36

岁去世。 拜伦也是稍微活久了

点儿。 他们在中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

使命，所以离开人世的时间到了。 而其

他的人还有许多事情有待去做， 因此

也就把在人世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

———《歌德谈话录》

【

39

岁】人生的前

40

年提供课文，

余下的

30

年添加注释。

———叔本华

【

54

岁】在我们的交往中，无须更

多的言辞和争论。

54

岁的年纪比任何

劝告更能敦促我珍惜生命的每分每

秒。

———雨果《致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信》

【

60

岁 】我总觉得 ，假如我才

20

岁，还没有超过

60

岁，我想做的一切

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一个人千万不

要厌倦生活，否则，他就连到了嘴边的

泉水也喝不上，就会渴死。

———叶芝《致格里森的信》

【

66

岁】这是我

66

岁的生日，如今

我仍然那么精力充沛，那么热情奔放，

那么聪慧敏捷，人们会说，我仍然那么

年轻漂亮。 ———索菲·托尔斯泰

【

71

岁 】我年轻时 ，什么都能记

住， 无论发生过的或尚未发生的。 如

今，我已渐渐衰老，不久将只能记住后

者。 ———马克·吐温《致潘恩的信》

【

75

岁 】我渐渐学会冷静地阅读

报纸，不再憎恨报上登载的那些傻瓜。

———爱德蒙·威尔逊

【

83

岁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

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是有限的。 当年，花

园里那株老树只不过是一株又嫩又小

的树，可以看到它的顶端。如今，它在我

头顶上飘荡，仿佛在说：“你不久就要离

开人世，而我还有

100

多年时间。 ”

———西伯里斯

【

85

岁】庄稼已收割入仓。 人到

85

岁， 他就有权利， 或许有义务保持沉

默。 ———圣·塞尔恩斯

【

91

岁】一个超过

90

岁的人，对他

的那些年过古稀的邻居来说， 是一个

极大的安慰。 这些六七十岁的人认为

他是一个最前线的卫兵。 敌人在向他

们逼迫之前，首先要进攻的是他。

———弗利弗·文德尔·霍姆斯 《护

卫天使》

【

95

岁】一个

90

岁的老妇人对

95

岁的德·冯特内尔先生说：“死神把我

们给忘了。 ”“嘘

!

”冯特内尔先生一边

说，一边把手指头放在嘴唇上，示意她

不要出声。

———尼克拉·夏福特《人物与轶事》

【

99

岁 】除了感到要继续存在下

去有点困难以外，我别无感觉。

———法兰西科学院秘书贝尔纳

德·德·冯特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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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

《做群众最信服的党员》

作者路大虎答记者问

记者：《做群众最信服的党员》

定位为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参考读本， 您是如何把握中

央精神的？ 您认为您书中的哪些内

容与中央精神是切合的？

路大虎 ：《做群众最信服的党

员》 这本书非常注重准确把握党中

央的精神。 对中央精神的理解主要

来自四大方面， 一是对中央关于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几次重

要会议会见和领导人讲话展开深刻

学习；二是对党史的研究，包括以往

数次主题活动的研究； 三是笔者在

各地面对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讲课

过程中， 和当地党员干部交流思想

和体会， 之后对照最新精神和动态

进行再思考、提升后的成果；四是对

中国乃至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应

对挑战方面的思考与当前教育实践

活动相结合。 通过 “连天线”“接地

气”“看历史”“思未来” 不同角度和

方向来把握中央精神。

记者： 新的一轮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了， 您认为此次

“群众路线教育”和以往的党员干部

教育有何不同？

路大虎：今年

6

月

18

日开始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和

80

年

代以来的

4

次整党整风活动相比，

有很大不同： 笔者将之归纳为紧迫

感、务实落实、战略性三大特质：

一是紧迫。 以往几次重要的主

题教育活动， 都是在每届党代会召

开后一两年启动， 而这次教育实践

活动，距十八大召开仅仅半年，而且

直接上升到了政治局层面。

二是务实落实。 注重宏大叙事

的同时更凸显微观和细节， 注重实

际效果，不提大口号，找准抓手，要

招招“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三是战略性。从党的执政基础、

执政根基、 执政公信力的战略高度

来推进教育实践活动， 将保障中央

权威提到前所未有高度。

记者：您认为，新形势下，党员

面临哪些新困难、新挑战、新困惑和

新机遇？

路大虎： 这是本书着力思考和

试图探讨的重点所在。例如，我们面

对的全球化时代思潮多元化、 国内

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矛盾频发、

社会危机常态化、 行政法治化等都

需要我们运用新思维去思考， 而思

考力、判断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再如

官员面临的高风险以及如何化解。

记者：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党员是关键，在您看来，什么

样的党员才是群众信服的党员？

路大虎： 这本书第一时间就抓

住了该活动最坚实的一个着力点：

信服———只有建立一支能取信于

民、让群众敢依靠、肯信赖、能信服

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才能夯实

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以“信服”为切入点，书中对党

员开展实践活动的关键步骤进行了

高度提炼， 开创性地提出了九项修

炼、三种角色意识、服务四道坎、五

大跨越等鲜活的概念。 其中最为核

心的九项修炼，又分为二做、三服、

四信三个层面，可谓简明扼要、切中

时弊。这就使党员实践更加体系化、

清晰化，在树立标杆的同时，也提出

了可行的办法。

记者： 在 《做群众最信服的党

员》一书，您着重提到了“执行力”教

育，请您阐述“执行力”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

路大虎 ： 好的政策关键在落

实，不落实就是废纸一张。我曾经提

出了“执行力、落实力”八大铁律，可

以参考：一是落实是一把手工程，只

有层层一把手重视，才有强落实力；

二是落实首先要绝对服从， 学会跟

随；三是 落实要不折不扣，一竿子

插到底；四是落实要有锐度，心存紧

迫； 五是落实要敢想敢干， 坚忍不

拔，勇于创新；六是落实要看全局、

有前瞻、敢超前；七是落实要学会平

行思考，只有学会平行思考，学会与

上级平行思考、与时代平行思考、与

百姓平行思考、与趋势平行思考、与

世界平行思考； 八是落实关键看团

队执行力， 只有发挥领导团队的合

力，才能拥有真正的组织竞争能力。

这八大铁律将深度促进、保障“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和品质。

（摘自《内蒙古日报》，本报有删节）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写下这句话

时，自己先不自觉地笑了。 莞尔一笑，

会心一笑，至于其中深意，你应懂得。

当下人人皆言：物欲横流、金钱至

上，道德滑坡、人人浮躁。 如此社会环

境中，要想知人已是不易，之于自知当

然更难。然而，《大学》之论，以明德、亲

民、止于至善为三纲，欲得修己达人之

道，则知人知己似乎无从回避。

2000

多年前 ， 有一个老头叫孔

丘，他独立高处、蔑视孤独，曾郑重宣

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但

同时， 他绝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的

避世者， 而是在出世的精神和入世的

学问之间，独与自我精神相往来，删繁

就简这三秋之树， 领异标新那二月之

花，并语重心长：“不患人之不己知，患

不知人也。 ”

看来，孔老夫子是个挺自信的人。

你看他压根就没把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放在心上，“你们懂不懂我不要紧，只

要我知道你们谁好谁坏， 谁可亲近谁

要远离就没什么可值得忧虑的了”。但

言同此心， 心同此理。 在孔老夫子心

中， 其知人的目的还在于选择自身所

处环境、所交之人，其看重的仍是脱不

开“克己复礼”的自我审视和“知己而

明”的自我修养。

那么，《大学》 之中的所明之德究

竟为何？我们一看到“德”字，很自然地

就会联想到“道德”，而且毫无疑问的，

“道德”就是好人，不好的便叫“缺德”。

据南怀瑾先生的考证，把这“道德”两

个字联系在一起，是汉、魏以后，才渐

渐变成一种口语的习惯。 尤其是从唐

代开始，把《老子》一书称作《道德经》。

因此，道德便成为人格行为最普通，又

是最高的标准了。而在甲骨文中，“德”

字的左边在古文中是表示 道路 、亦

是表示行动的符号， 其右边是一只眼

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

目光直射之意。 所以， 这个字的意思

是：行动要正，而且 “ 目不斜视 ”，这

就是“德”。

当然，本来精简明白的古文，如果

都像这样翻译过来， 反倒很容易让人

糊涂起来。 所以， 已故去的南怀瑾先

生， 一边建议大家尽量读原文、 读经

典，一边以己所学，倡导并实践“以经

解经”。 比如， 他以佛学中的自觉、觉

他、觉行圆满，来对应解读《大学》之道

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但无论如何，

其基础皆在于“知己而明”的自我内视

与修行。

根据传统的五经文化， 却有着另

一种解释：“德者，得也”。也就是说，已

达到了某一种行为目的，便叫德。 《尚

书·皋陶谟》篇中的定义，共有九德，即

九种行为的标准：“宽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 ，乱而敬 ，扰而毅 ，直而温 ，简而

廉，刚而塞，强而义。 ”在《尚书·洪范》

篇中，另外说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

刚克，三曰柔克。 ”在《周礼·地官》篇

中，又有讲到六德：“知、仁、圣、义、中、

和。 ”

掉了半天书袋子， 不知是否说清

楚了“知人知己”之道。 本来文化本身

的移动、变化与发展像时钟一样，滴答

滴答，极细、极慢、极缓，并随着历史的

河沙逐渐的覆盖、叠加、相融。 但不知

是因为我们走得太快， 还是因为语境

已变， 如今已和这些先贤圣哲的语言

和思想离得太远太远。

文化管见

知人知己

青年课堂

男女三七开

□

田 地

七画是 “男 ”，三画是 “女 ”；男人是

“七”，女人是“三”；七加三才是完美的整

数；于是，这个世界只有男人或女人，都

不是完整的。

男人的 “男 ”字是由 “田 ”和 “力 ”组

成。 于是，对于事业，男人必须七分耕耘

三分幻想， 女人则可以七分幻想三分努

力。

世界对于男人而言， 有装不尽的东

西。 于是，口袋占去了七分，男人因此而

沉重；女人只需三分。 女人因此而轻盈。

男人很粗犷，七分是山是树；女人很

细腻，七分是花是叶。 于是，男人便获得

七分的沉稳，女人便有了七分的妩媚。

男人是石，女人是水。 然而，三分的

水能滴穿七分的石。 体力上，男人是七，

女人是三：耐力上，男人是三，女人是七。

生活是海中的船， 男人喜欢七分冲

浪三分靠岸； 女人则用七分修船三分航

行。

家里的门，男人用三分时间挤进去，

女人用三分时间走出来。于是，男人七分

迷恋世界，女人七分眷恋家庭。

男人不喜欢七分精明的女人， 女人

不喜爱七分老实的男人。于是，三分精明

的女人，比七分精明的女人更吸引男人；

三分老实的男人， 比七分老实的男人更

能吸引女人。

原创文学

人生感悟

捡瓜皮小记

□

闫趁意

那年，我考上了大学，为了供我上

学，家里养了近千只鸭子。

一日，家里人吃完西瓜后，母亲顺

手把果皮切碎了，扔进鸭圈里。 只见鸭

子迅速围拢来，嘎嘎叫着，张着翅膀，

争抢着吃瓜皮。 母亲笑了，她没有料到

鸭子们这么爱吃西瓜皮。

午饭过后， 毒热的太阳炙烤着村

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睡午觉，就连看

家护院的狗都在树荫下打瞌睡。 这时，

母亲提着竹篮子出门了， 她的目光始

终盯着邻家门外的垃圾堆， 聪明的她

晓得，这个季节，这个时辰，吃西瓜的

人家多半将西瓜皮扔到院外的垃圾堆

上。

果然，在张婶的垃圾堆上，扔着十

多块新鲜的西瓜皮，母亲走上前去捡，

只听得“哄”地一声，一群被惊扰的绿

头大苍蝇仓皇飞起，吓了母亲一跳。 母

亲扬扬手， 弯下身子， 快速捡起西瓜

皮，搁进篮子里。

母亲继续往前走， 小云家的垃圾

堆上竟然放着十来个半圆形瓜皮，显

然是将西瓜一切两半， 用勺子挖着瓜

瓤吃完后扔掉的。 母亲很兴奋，将瓜皮

按大小顺序摞在一起， 塞进篮子一部

分，剩下的就用衣襟兜着，一路小跑运

回家去。

“咚咚咚，咚咚咚”，母亲切西瓜皮

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时， 甜津津的味

儿就勾引得鸭子们跑向围栏处， 伸长

了脖子，冲着母亲嘎嘎叫着。

“妈，你到处捡人家扔的西瓜皮，

就不嫌丢人吗？ ”

我至今很懊悔我竟然这样去责问

母亲。

母亲很生气， 呛白我：“我不偷不

抢的，谁敢说我丢人？！ 我把瓜皮捡回

来，省得烂掉臭他们，也是做好事！ 再

说啦，我捡瓜皮能省下不少饲料钱，你

上大学的钱不就宽裕些啦？！ 你心里怕

别人笑话妈， 其实是你打心眼里就没

有正确看待捡瓜皮的意义。 你进城市

才几天， 就看不上这些疵疓腌臜活儿

了？！ ……”

当过教师的母亲教训起人来一套

一套的，我落荒而逃。

父亲听说了， 也教训我：“做人要

实在！ 农村人最看得起的就是不怕脏，

不怕累，勤劳致富，本分做人！ 最看不

起的就是轻浮懒散、假干净，不务实！ ”

我听后，脸红脖子粗，一万个后悔

都收不回说出的那句话。 为了证明我

知错就改，母亲再次捡拾西瓜皮时，我

就也挎个篮子跟着出门了。

臭烘烘的垃圾堆， 嗡嗡叫的大苍

蝇， 菜叶瓜皮腐烂后的怪味儿让我的

胃里翻江倒海，一阵阵作呕。 但想想母

亲能做，我就也能做。 我硬着头皮，闭

着气，捡拾一块块瓜皮。

在一条胡同里， 当我正在捡拾西

瓜皮时，那家大门开了，同学金秀和她

母亲走出门来。 我吓得连忙扭脸，感觉

自己的脸烧得厉害，心脏跳得厉害。

“瞧瞧， 恁这闺女可真是个好闺

女，不光学习好，这人品也没得说！ ”金

秀母亲的话听着真顺耳。

“婶儿，下次我把瓜皮送你家里得

了，省得你们费劲！ ”金秀冲母亲说，我

这才抬起头，恰好看见金秀微笑的脸。

果然，第二天，金秀提着瓜皮送到

我家。 之后， 有很多人都往我家送瓜

皮。 再后来，我敢于一个人去村中捡拾

瓜皮了。

今天想来，就在那时，我长大了！

你就是一个俗人

□

刘仪伟

曾几何时，“俗” 这个字困扰我们很

久。我们总是将“俗”理解为趣味不高的，

令人讨厌的。 但是，我们忽视了《新华字

典》里对“俗”的另一个解释。 即大众化

的、最通行的、习见的。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要我们 “超越平

凡、出人头地”。 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志

愿》，老师打分的标准并不完全依据孩子

的文笔， 更大程度上是依据你的志愿的

高低。我就曾经因为我的志愿是“成为一

个卖锅盔

(

四川的一种类似烧饼却比烧

饼好吃的面食

)

的”被老师教训了一顿，

并勒令请家长。然后无比痛心、语重心长

地对我的父母说： “我们希望你们家孩

子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老师眼里，

卖锅盔的人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若干

年后， 当我发现一个同龄人在成都成功

经营了一家锅盔连锁店、 年收入上百万

并于前不久获得一大笔风险投资之后，

我终于发现， 我的老师在很早以前就剥

夺了我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

市场是属于大众的， 无数的所谓名

人、 明星都是因为大众的认可才从大众

中脱颖而出。但奇怪的是，当他们穿越了

大众，却回过头来鄙夷大众，拼了命地希

望成为他们向往的“高尚的人”。做“高尚

的”少数人其实很辛苦。如果你只是一个

俗人，你明白“力所能及”、明白“一个脑

袋只能够戴一顶帽子” 这些最简单最朴

素的道理， 不会因为缺席政协会议而遭

到大众质疑。如果你只是一个俗人，无论

你把什么样的照片放在网络上， 也不会

引来铺天盖地的道德审判。 如果你只是

一个俗人 ，知道 “柴米油盐 ”比 “诸子百

家”更实际，就不会有人在洗澡与读书哪

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上跟你较劲， 大家也

就不会追究你是不是喜欢周杰伦， 喜欢

芙蓉姐姐又何妨？ 我们都是依靠大众获

得今天的一切，所以，我们和大众没什么

两样，我们都不过是一个俗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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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的无定式

□

伍少安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附近的一间不到

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一家三口人。房

间的一头是厨房，一头是床，他就在床与

厨房之间搭了一张小桌子。 为了不影响

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休息， 挂了一

个帘子给她们遮挡灯光， 就连夜伏在桌

子上读读写写。

几乎都是帘子一拉就苦熬一晚上，

持续坚持，就显出一副沧桑的面容。但他

立志考研究生而苦读的行为， 并没有得

到朋友的支持，而是一片劝解声音。劝他

放弃的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三十好几

的人记忆力不如从前， 本科都没读哪里

能考得上研究生， 自身就是高中毕业考

上好的本科也不错的干吗要一根筋……

但他坚持自己所选的路， 结果是考上武

汉大学研究生，

1981

年获硕士学位并留

校任教。

他便把妻子和女儿接到武汉大学来

住， 女儿也被送进了幼儿园。 一到幼儿

园，女儿就哭得一塌糊涂，一脸泪水地扑

到他的怀里哭喊着回家。 他就作出了令

人咋舌的决定， 不送女儿上幼儿园了。

“你这样做，不怕耽误孩子吗？ ”朋友质疑

地问。“耽误什么？”他说，“我自己就没读

过大学，还不照样教大学？ ”后来女儿直

接上小学，成绩一直很好，考上名牌大学

还连续五年获得一等奖学金。

他就是易中天， 不相信世间的成功

只有前人所取得的方式， 他不囿于别人

的成功经验， 而让自己的人生路充满前

景；他著书立说，不模仿名人而让自己成

了名人。

老憨卖葱

□

刘万勤

老憨不老，才二十八岁，他五大三

粗，唇厚舌笨，极少言语，心眼比别人

少一个，没有半点弯儿。 那憨劲儿在村

里是数着的，所以人们在“憨”字前面

又特意加上一个“老”字。

他家种的大葱吃不完， 打算到二

十里外的县城去卖。 头天傍黑儿，老憨

媳妇灵灵听说我去县城卖葱， 就找见

我说：“哥， 赶明儿叫俺家的憨货跟你

一块进城去卖葱吧，要不，丢了他，还

麻缠哩！ ”接着，她问葱的公平价儿，我

说：“三角一斤。 ”她笑着点点头走了。

星星还没有退去的时候， 我和老

憨骑着自行车，各带两篓葱，咕咕咚咚

地出发了。 到县城，天刚擦明儿，边卸

葱我边对老憨说：“憨弟， 卖葱的咱是

独份儿，要贵点儿，四角一斤。 ”他瞪大

眼睛，脖梗一拧：“四角？ 不中，灵灵叫

我卖三角，说这是公平价。 ”我咋说也

不中，就认灵灵那句话，真是个憨货，

气得我心里憋出个大疙瘩。

过了十点钟， 买菜的人分明少起

来， 我和老憨篓里的葱也卖个差不多

了。 忽然，从小轿车里钻出一个扛着将

军肚，叼个烟卷儿能而吧唧的人，一晃

一晃地走到老憨面前，问：“葱啥价？ ”

老憨说：“三角。 ”“恁贵？ 便宜点儿中不

中 ？ ” “三角是公平价 ， 哄你我是 、

是———”“卖不动了，还能那价？ 两角我

搓摊儿。 ”“不中！ ”老憨的语气很重。那

人一分一分地往上长， 一直长到两角

五。 老憨像是生气了，脸一红，嗵嗵响

地说：“不中就是不中，你还怪精哩，我

傻呀？ 别来我这儿拾便宜！ ”我捣捣他：

“搓摊儿就卖给他，多利索！ ”他又脖梗

一拧：“他能蛋，少一分也不中！ ”

那人走后不一会儿， 来了一个满

头白发衣扣只系了一个的老太婆，问

罢葱的价钱后，说：“两角中不中？ ”“不

中。 ”老太婆犯了愁，耷拉着眼睛自语

道：“叫买十斤哩，哎，我买辣椒花去一

块，只剩两块了。 ”我一旁接上：“称七

斤再抽下一棵不就中了？ ”老太婆一脸

愁容地说：“不中啊， 家里人烟闹市正

盖房哩，十斤还不宽绰。 ”“盖房？ ”老憨

眼珠转动一下，说：“两角，卖给你！ ”这

价儿，我吃一惊。 我估计他剩下的葱就

是十来斤，出手帮他把葱捆好，一称，

多出了一斤。 我说：“

11

斤。 ”放下正要

往外抽，老憨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说：

“别抽，她说十斤还不宽绰哩，多出点

儿正好。 ”我心里话，两角五一斤你不

卖， 合一角多钱却出了手！ 老憨呀老

憨，活你个不透气儿的货！

老太婆付过钱，把葱装进篮子里，

说：“我得快走哩，离家三里多，慢了，

就耽搁事了。 ”老憨抬头看看日头，说：

“别慌，我回家没早晚，我送你！ ”老太

婆一脸出乎意料的模样：“你卖葱，咋

能再麻烦你送哩！ ”老憨脸一红：“嗨，

我说送你就送你 ， 谁说瞎话谁是这

个。 ”他伸出个小拇指头，在老太婆面

前晃了几晃。 这一下，我和老太婆都憋

不住哈哈地笑起来

老憨骑上自行车， 带着老太婆左

拐右弯地远去了……好个老憨弟呀，

这一回，我才真正认识了你。

百岁人生

□

风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