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告
武陟县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所开发的位于武陟

县朝阳一街与木栾大道交叉口东北角“雅苑小镇”小区的部
分商业在建工程（商铺11套，建筑面积1939.15平方米，明细
详见小区公告），抵押给武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贷款抵
押，购房户在购买时需查询是否办理了还款解除抵押手续。

特此通告
武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武陟县房地产监理所
武陟县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0日

通 告
焦 作 市 圣 辉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

410803100003426，拟用其位于解放区新华中街 178 号、
幢2（房产证号：焦房权证解放字第201302899 号）、幢3
（房产证号：焦房权证解放字第201302897号）、幢5（房产
证号：焦房权证解放字第201302900号）的房产，在焦作
市中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押贷款。如有异议，请及
时与我方联系。

联系人：董经理 电话：13083683330
焦作市中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5年5月15日

现有位于人民路中段（人民广场东侧）一写字

楼内办公房屋对外招租，该房屋水、电、中央空调等

齐全，是现代化办公的理想场所。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13939170006

联系人：裴先生

优质办公用房长年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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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水天上来”，单从诗
仙李白的这一句诗就能读出黄河
的磅礴气势来。这条中华大地的
母亲河，这根华夏民族的主动
脉，从青藏高原巴额喀拉山北麓
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出发，一
路 蜿 蜒 东 流 ， 万 古 奔 腾 不 息 ，
滋养着流域的生灵。但是，当
它流经黄土高坡、穿越太行山
脉、进入华北平原后，就裹挟
着浑浊的黄土泥沙，如同脱缰
的野马桀骜不驯起来，左冲右
突，肆意改道，给居住在平原
地 区 的 人 们 带 来 深 重 的 灾 难 。
千百年来，治理黄河、筑堤固
道、变害为利便成为朝野上下
不变而沉重的话题，涌现了许
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故事已载入史册，留下的只
是文字图片，没有直观的印记，
没有立体的场景。你若想真切地
翻阅历代治理黄河的故事，不妨
走进黄河岸边的嘉应观。

嘉应观为大河而立，日夜守
望着大河，大河以咆哮的吼声回
应着嘉应观，似有不甘屈服之

势，但又显得那么无可奈何。
嘉应观位于武陟县城东南 13

公里处，始建于清朝雍正元年，
迄今近300年。对于以节俭著称的
雍正皇帝来说，能够慷慨出资288
万两白银建造嘉应观，可谓大器
难得！为了封赏功臣，为了祭祀
河神，为了慰藉外派治河的皇
叔，深居紫禁城的雍正豪迈地挥
下御笔，彰显了皇家治理大河的
决心和豪迈。

岁月沧桑，风浊雨蚀，上游
的鹳雀楼早已坍塌，只留下王之
涣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
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而嘉应观岿然屹立于中州大
地的河阳之岸，像一颗璀璨的瑰
宝熠熠生辉。

远眺嘉应观，它分明是北京
故宫的袖珍版、精华篇，展现着
清宫建筑的严谨格局和皇家威
严。观内楼阁殿宇鳞次栉比，红
墙碧瓦交相辉映，飞檐凌空如
翅，古柏虬枝参天，回廊通幽，
静谧飘缈，雄伟壮观。那御题的
匾额、遒劲的碑刻、隽秀的字

迹、宏大的彩绘、逼真的蜡像，
无一不愧为珍贵文物和稀世珍
宝。身处其中，你完全被这里厚
重的传统文化所熏陶。

嘉应观以庙观的形式呈现，
其实它是一处集宫廷、庙观和
衙署三体合一的建筑群，雍正皇
帝封其“四渎称宗”。说它是行
宫，不仅是因为它整体建筑格局
仿造北京故宫，而且是由于它内
设有寝宫、更衣殿、会客厅、议
事坊等；说它是庙观，从山门、
碑亭、钟鼓楼、舜王殿、禹王
阁、风神殿、雨神殿等可窥一
斑，况且它的名号就是如此；说
它是衙署，更是因为它当时的确
作为清代派出机构办理着相关
行政事务，东院为治理黄河指
挥中心的河道衙署，西院为地
方管理河务的道台衙署。也正
是由于“文革”时期把它作为
共 和 国 水 利 部 的 一 处 办 公 场
所，才免遭破坏和浩劫，才保
留了它的原始风貌，说来真是
幸事，那位决策者可谓高瞻远
瞩、功不可没。

纵观黄河流域，嘉应观是现
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
为完整的古建筑，具有很高的科
学、历史、艺术等研究价值。走
进嘉应观，你会感受到它的美
妙、奇特和神秘，为其整体建筑
的富丽豪华、巧夺天工而惊叹。
那酷似皇冠的御碑亭、御笔书丹
的龙纹铁胎铜面碑、乾坤倒置的
八卦八音钟、栩栩如生的龙凤图
藻井，处处透显着美轮美奂，令
人浮想联翩；那不见蛛网、不粘
灰尘、不进虫鸟的无尘殿，那与
山墙没有卡接、一贯到底的齐缝
墙，那连枝同根的姊妹椿，使你
深感特异和神奇，不禁产生探知
其中奥妙的期盼。

拜访过嘉应观，你又会引发
出许多遐想：如此雄伟的建筑为
何要建在经常泛滥的大河岸边，
仿造故宫形制而建又是出于何
意，藻井为什么敢描龙画凤，难
道不怕触怒圣颜；铜碑之下怎么
会压着一眼水井，水井通往那
里，搬开铜碑会有什么情况出
现；为什么观内只敬祭治河功

臣，却不供奉天尊神仙……这些
不解之谜诱引着好奇者，有人为
此寻奇探秘，数访嘉应观。其
实，我们不必为之纠结，存在即
是合理，科学源于自然。

如今大河早已安澜，轨迹基
本固定。让我们放飞思绪，凌空
俯瞰，在浩瀚无垠的中原大地
上，嘉应观多像硕大的定河神针
牢牢地钉立在大河之滨，又如同
无朋的系河纽扣紧紧地锁住大河
衣襟的下摆。

岁月不停脚步，沧桑发生巨
变，时代总是向前。嘉应观不
再皇恩浩荡，不再迎迓御驾车
辇，不再繁华显赫。但是，并
非所有繁华过后均成遗梦，嘉
应观放下身价，与大河共沐日
月风雨，与周遭村庄同聆鸡鸣
犬吠，其雄伟和魅力丝毫不被
遮蔽和削减：它积淀着厚重的
大河文化，永远值得我们去研
读 ； 它 浓 缩 着 中 华 治 河 的 历
史，永远值得我们去牢记；它
供奉着华夏不屈的精神，永远
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

嘉 应 观 随 想
□虞颖茂

人生最大的爱莫过于母爱，
对我而言，姥姥之爱远远超过母
爱。幼年童年几乎在姥姥家度
过，姥姥的养育恩情，深深铭记
心田。姥姥更有着非同常人的经
历，解放前夕，姥爷去了台湾，
姥姥忍受了半个世纪的煎熬，独
善其身，恪守妇道，尽守孝道，
历经人间无数坎坎坷坷、曲曲折
折，与姥爷演绎了一幕幕悲欢离
合的人生壮歌。

姥 爷 姥 姥 出 身 贫 苦 农 民 家
庭，过着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民国
三十一年，家乡遭遇了百年不遇
的特大旱灾，庄稼绝收，赤地千
里。黎民百姓，背井离乡，沿路
乞讨。逃荒途中，姥爷被迫将大
女儿寄养山西陵川，二女儿饿死
在江苏徐州。日寇践踏，天灾人
祸，家破人亡，四个女儿仅剩下
两个。为了谋生，姥爷无奈投奔
到其姨兄国民党叶县县长凌世英
门下做家丁。他为人忠厚、殷勤
朴实，深得表兄赏识，后被其带
到了台湾。从此，姥爷姥姥，海
峡两岸，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姥姥苦苦期盼着姥爷海外归来，
家庭重圆。为姥爷烧香拜佛祈安
康，占卜问卦觅佳音。

妈妈出嫁后，叔伯舅舅过继
给姥姥当嗣子。娘俩相依为命，
过着艰难的日子。我出生后，给
姥姥增添了快乐，几乎是在她怀
抱里长大的，陪伴她度过了无数
个难熬长夜。煤油灯下，针线筐
旁，一针一线，缝缝补补；姥姥
还把积攒的蚕蛹屎晾干，给我缝
制个小枕头，解暑去火，陪伴我
多年。早晨把我的棉袄在煤火上
烤得暖烘烘的才让我穿衣起床。
寒冬腊月盼春风，夜半三更盼天
亮，孑然一身盼团圆。幼小的心
似乎看透姥姥孤独的心，童稚的
我常逗得姥姥乐开怀！

姥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家里家外深得街坊赞誉。在那

“干活听钟响、派活问队长”的大
集体年代，总是日不错影地干好
生产队的各项活计，靠挣工分养
家糊口。姥姥虽为三寸金莲的小
脚妇女，却有着宁折不弯的高大
身材，扶犁摇耧、打麦扬场，繁
杂笨重的农活样样皆会。年事已
高，队长让其看管生产队的蔬
菜，她认真负责、公而无私。农
闲时节，雨雪天气，姥姥熟稔地
摇着纺车，纺出万缕银丝；坐在
织布机上，手持金梭飞驰于经线
之间，双脚交替踩着踏板，啪嗒
啪嗒织出千卷布匹。姥姥的辛苦
耕织，熏陶感染着我，潜移默化

认识到了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的道理。

姥姥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节衣缩食救济亲朋好友。人口众
多的家庭，每遇青黄不接，就来
姥姥家借粮借面，织出的布匹无
偿送给贫穷家庭。村里人不管谁
家有婚丧嫁娶的事情，姥姥总会
给我1元钱代她去付礼。席间执事
的拿着名单，看到我总会在姥姥
的名字下画个圈，证明礼到人也
到了。姥姥人情付出了，我也美
餐了。尽管是1元钱，也是在几只
老母鸡屁股里抠出来的，在邮票8
分钱一张、大肉7毛钱一斤、燃煤
18 元一吨的时代，算得上厚礼
了。姥姥从来没有给人红过脸，
待人亲切，处事厚道，在人们心
中永远是个和善和蔼、可亲可敬
的老者。好人总有善报，在“以
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和十年“文
革”时期，姥姥并没有因海外关
系受迫害，躲过了一劫又一难。

姥姥牵挂的不仅是海峡彼岸
生死未卜的姥爷，更惦记着“鬼
荒年”间失散多年的大姨。解放
后，姥姥辗转打听到，大姨随其
养母由山西到了河南杞县石奶奶
庙村。姥姥就托有文化的叔伯姥
爷，向杞县石奶奶庙村写信函
询，几年间数次去信如石沉大
海。后来才知道河南有音同的南
北两个“Qi 县”，一个是南“杞
县”，一个是北“淇县”。姥姥并
没有死心，让叔伯姥爷再次向北
淇县石奶奶庙村发函寻亲，几年
间数次发函仍如泥牛入海。原来
大姨已结婚成家，嫁到浚县了，
其养母把信都扣留了。大姨夫知
道了原委，向养岳母讲即便认下
亲仍会一如既往地善待她，这样
才有了回信。姥姥前往大姨家认
亲，母女相见，似曾相识，迷茫
惆怅。大姨送给人家时才 10 岁，
失散 20 多年了，变化得认不出
来。姥姥依稀记得大姨小时候右
脚烧伤过，留下一块疤痕。大姨
脱下鞋，伤疤依然可见，母女俩
迅即相拥而泣，哭成泪人。惊鸿
一瞥，生死别离，骨肉团聚，悲
喜交加，影视镜头上的故事在姥
姥和大姨间真情演绎！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潮起潮落，月圆月缺，两岸关
系，日渐趋暖。上世纪80年代中
期，一封来自台湾台北途经香港
的家书几多波折、几经转折寄到
姥姥手上，姥爷终于有信了！“发
妻尚在？女儿安好？家中有谁
……”寥寥几行红笺小字，道出
了游子的浓浓想家心、切切思乡

情。信封上繁体字书写的“平原
省修武县万斛村”地址依然记
得，历经多次行政区域划分调
整，姥爷的村早已人是名非了。
因姓韩和姓王两位山西籍仁人志
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血染疆
场，战死该村，为纪念先烈由

“万斛村”更名为“韩王村”，该
村解放后先后隶属修武县、焦作
市郊区、焦作市马村区。不管如
何变更，姥姥40年忠贞不渝的心
与锲而不舍的盼却始终不变。姥
姥看到来信热泪盈眶，逢人就
讲：“他还活着！”家里很快复信
了，把所有亲人的照片一起寄
去，并在后面加了说明。时值我
正在省城读中专，特意在省会标
志建筑物“二七”纪念塔前西装
革履照了彩照寄去，后来受到姥
爷的宠爱青睐。几个月后又收到
姥爷的复信，并附有姥爷在台湾
儿孙满堂的全家福。姥姥深知历
史原因造成的现状，并没有对姥
爷再婚有任何责怪，为他的幸福
而祝贺。在豫剧 《对花枪》 中，
姜桂枝找到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的老罗艺时有句唱词：“40年的活
寡我咋熬的……”姥姥却把 40 年
的煎熬困苦独自忍受在心，如此
纯朴、善良、刚毅、忠贞，在封
建社会定会受到皇帝的旌表，立
贞节牌坊！宋词“人生自是有情
痴，此事不关风和月”，是姥姥悲
喜忧乐、离情别恨、家庭姻缘最
真实的写照。

海峡彼岸，归心似箭。姥爷
筹划着早日回到朝思暮想、魂牵
梦萦的故乡。1987 年春天，市政
协、市委统战部的轿车载着两位

“不速之客”驰进姥姥的村中，宁
静的村庄沸腾了！一古稀老翁手
执花甲老妪，精神矍铄、豪情万
丈地走到姥姥门前大声疾呼：“我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的姥爷真的回来了。全村人都来
围看，如梦如幻，似真似假，没
人相信。姥爷看到阔别的姥姥
时，老泪纵横，无语凝噎；台湾
的外婆把蓝宝石钻戒亲自给她戴
在手上，表达对这位劳苦功高大
姐的敬仰之情。外婆根据照片上
的亲人分配礼物，西装旗袍，金
银首饰，应有尽有。久别近半个
世纪的一家老小终于团圆！

姥 爷 外 婆 的 归 来 如 春 风 喜
雨，迅即在方圆几十里传播。前
来寻亲的络绎不绝，姥爷成了两
岸亲人的友好使者，为促进“三
通”作出了贡献。

姥爷首次回乡，不惜重金，
不惧风险，绕道日本，踏破千山

万水，才回到阔别的故乡。之
后，每两年姥爷外婆都要回乡看
望姥姥一家。外婆每次回乡都让
姥姥与姥爷单独相处，让他们老
夫老妻诉说别后的艰辛，都被宽
厚仁慈的姥姥拒绝了，既不表功
也不诉苦，更不愿打破他们平静
的生活。

姥姥进入耄耋年华后，体弱
多病，我隔三岔五去看望她，买
点常用药品和喜欢吃食，安抚她
那饱经创伤的心。最后一次陪姥
姥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说食道
癌晚期……如晴天霹雳，让我懵
了！我托朋友购买最好的药品，
也没有回天之力挽救延续她的生
命。姥姥弥留之际，把姥爷赠送
的所有礼物逐一送人，她这种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情操，留得身后名。姥姥出殡
时，我柔肠寸断、声泪齐下代表
亲属致悼词，追述了她平凡而伟
大的一生，全村亲朋，抽泣一
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姥姥
为乡里乡亲留下了美好声誉，更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姥姥去世后，姥爷外婆最后
一次回到挚爱的故乡，参加姥姥
的“五七”忌日，在姥姥坟头长
歌恸哭，倍感愧疚自责。姥爷深
知，许多赴台人员有着相反境
遇，在台终身未娶，大陆发妻却
早已嫁为人妻了，为此想不开而
走了绝路。

五年后，姥爷病逝于台湾台
北。外婆从此失去精神支柱，一
病不起，仙逝于台北。外婆去世

几天了，我尚不知情，在单位的
迎新年联欢会上，特意唱了一首

《外婆的澎湖湾》，并加道白：“我
的外婆在台湾，有机会我将跨越
海峡，到阿里山、日月潭、澎湖
湾执手我的外婆，高歌<外婆的澎
湖湾>。祝她幸福长寿……”没想
到，我的祝福却成了遗憾。我和
外婆虽没有血缘关系，她与姥爷
老夫少妻、相濡以沫地走过了 50
春秋，高风亮节、知书达理，大
局胸怀、大家情怀，却令我感动
感激、敬慕敬佩！

外婆去世三周年忌日，在我
的建议下，大陆家乡众亲人，将
姥爷、外婆的衣帽装棺入殓，建
衣冠冢，与姥姥合葬祖茔。我出
资做花岗岩墓碑，并书祭文勒石
之后，纪念我致亲致敬的先贤，
了却姥姥生前愿望，实现两岸三
老生不共聚死同穴的心愿！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已惘然”。日月轮换，逝水流年。
姥姥离开我们15年了，几多梦里
梦见她慈祥亲切的面庞，时常想
起她言传身教的风范，在我心中
永远有着磨灭不掉、挥之不去的
养育之恩、舐犊之情！值此姥姥
百年诞辰之际，临笺涕零、泪墨
齐下、神情飞扬，撰斯文，追忆
她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平凡中
彰显伟大的旧时代女性悲悯人
生！缅怀她勤劳节俭、刚毅忠贞
的一生，感怀她乐善好施、与人
为善的一生！祝福姥姥、姥爷、
外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
连理枝！

感 恩 姥 姥
□豫 疆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
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
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一位写
出如此优美而又富有哲理诗句的
诗人于4月26日凌晨因病离开了
人世。我于当天中午在网上得知
此消息后，立即予以转发。因
为，我和众多文学青年一样，
都感受过汪国真清新拂面般的
诗歌的感染和熏陶，读汪国真
的 诗 是 一 种 享 受 ， 是 一 种 励
志，后来很多硬笔书法帖子都
是书写汪国真的诗歌，“汪国真
热”风靡全国。

这几天，气温回升，有点燥
热，影响了心绪。汪国真，因为
他的辞世，再次成为焦点，再次
掀起了“汪国真热”。汪国真曾
数度造访焦作，观览青天河景区
和云台山景区，青天河景区入口
处飘逸洒脱的“青天河”三个大
字就是汪国真的手书。我曾数次
在这里留影，却没注意到是汪国
真的墨宝。

二十多年前，作为文学青
年，我时常拜读汪国真的诗作，
感受汪国真诗歌的魅力。汪国真
的诗歌，如清风拂面，似心灵鸡
汤，蕴含人生哲理，以诗歌的形
式为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我
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
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作为

热血青年，每每读到这些诗句，
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动力，坚定
我们前行的信心。“让我怎样感
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
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
春天。”这些诗句，让我们知道
了感谢、感恩和感怀。“意志倒
下的时候/生命也就不再屹立/歪
歪斜斜的身影/又怎耐得/秋叶萧
瑟、晚来风急。”这是多么富有
人生哲理的诗句啊！

让我们记住汪国真，记住这
些美丽的、清新的、励志的、富
有人生哲理的诗篇。他的诗歌感
染、熏陶了亿万青年，造就了一
个诗歌神话，成为了一个文学标
签。在“后朦胧诗时代”，他的
诗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汪
国真诗歌的盛行，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文化现象之一，谁的青春里没有
汪国真的诗！即便是现在读起这
些诗歌，仍然是那么的美！

让我们记住汪国真，记住他
的横溢才华。他潜心研习书画、
音乐和古典诗词，挖掘和保护中
华民族文化之瑰宝。

让我们记住汪国真，记住他
的谦和、低调、儒雅和豁达。

诗歌犹在，斯人已去。让我
们向“走向远方”的汪国真道一
声：“汪君，一路走好！”

斯人已去 诗作犹存
□秦继利

她生命的消亡，恰似她的
CT片子，暗影重重。我相信从
医生手里接过片子的人，即使看
不懂片子也看得到阴影。那对窗
举起的片子，过滤了所有的光
线，给窗外即将拥挤进来的光阴
都涂上了暗影。

她已然走到了终点。她那时
的情景我是抗拒见到的，然她们
一嘴一嘴地讲述，便将整个图案
拼凑了起来：骨瘦如柴，肚子却
鼓得要炸裂般，头发全掉完了，
水米不进，液体也全输不进去，
全靠呼吸机撑着，却圆睁着双眼
不让关掉呼吸机。在踏入死亡时
她狰狞执着尽失从容，这不该是
她的结局。

人的思维总是悖逆着行走，
即使现实生硬刻薄，却仍会显现
记忆里圆润美好的样子。她给我
的所有记忆直到此刻都是前年秋
天的美好，那个旅游时住在我隔
壁的女子，年近五十却是少女模
样，穿白色长裙，皮肤白嫩紧
致，有一头如瀑青丝，精力充
沛。我们在他人午睡时跑到河
边，光着脚看山村女子涤衣洗
菜。秋日的天空明净蔚蓝，午
日成为安静又真实的存在，河
水绕过桥缓缓流向远方，远方
是河蜿蜒的身躯，再远是山，
再远……再远是什么？我们的
脸侧对着，我说我想去看河水
流到了哪里，她便跟着我沿着
河慢慢走着。我说我想去很远
的地方，沿着一条河或者一条
铁路，背着包，身体或许疲倦
着，然而眼睛始终从容。从一
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没有目
标 、 没 有 目 的 ， 这 就 是 梦 想
吧？她问我为什么没去，我说
以前去不了因为要过活，现在不
去因为要生活。她说她的理想也
没实现，不过快了，她快退休
了，儿子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她
用了一个词“熬”，说“我快熬
出来了”。那天，我们说了那么

多不着边际的话，我知道她中年
丧偶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她说快
了，我也仿佛就看到了光。

但是，她快死了，而且死得
如此狰狞执着。此刻，她为何不
愿从容，或许为了那不曾消亡但
从未践行过的梦想。这样不曾存
在过的一个理想。那个理想或许
不是不曾存在过，只是沉沦在了
明日的暗影里。

她的生命消亡得如此之快，
如同不经意间就被拉上了白被
单，然后宣告人生的结束，所有
的明日都不再有了。

明日不过是个镜花水月的影
子，欺哄着世人仰望着，却在今
日苦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
看看。”绝对不是个笑话，至少
之于我，它是一个梦想，一个年
少时候的梦想。忘了是什么时
候，夏夜纳凉之时我开始看着星
空发呆，我开始试着猜想，猜想
外面的世界。村子里的河水最终
流到了哪里？那颗遥远星星下面
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时我不
曾去行走追逐，因为生计。为着
借不完也还不清的债，为着一口
吃食和几十块学费，那时我是多
么孤独和脆弱。之后，债还完
了，生计变成了生活，我开始为
着明天存下一分钱，买下一块砖
瓦。有了立足之地，又想着明天
住上大房子，开上车。然后，开
始为孩子的明天计算。明日取代
了理想也淹没了理想，直到消亡
在今日，才知晓我们从来就只能
活在今日。

昨日尘埃一般逝去，即使眼
见它漂浮却已无从抓取，滚滚红
尘都成了土，偶尔落入眼中也不
过几行清泪滑落。明日镜花水月
般渺远不可触摸，即使追至眼前
也不过碎了一地幻象。只有今日
才是真真实实地过活，梦想也只
能在今日生根发芽地践行，真切
饱满地品尝。然，多数人，沦陷
在了明日里。

沦陷明日里
□仝真真

我有一个开橱柜店的夫妻朋
友。近日，去他们的店里，大家
聊起来，都深深感觉生意不好
做，顾客不够多、利润越来越
低，还不时有赊账的。售后服务
简直没法做，产品有一点瑕疵，
比如说不锈钢台面焊接地方的有
一点发黑，顾客就要更换新品。
她一直皱着眉，说话语速很快，

简直要爆发了。
她很漂亮，她的爱人

和她在一起，也非常般
配。没做生意的时候，我
们在一个学校上班。大家
的脾气都算是温和的，学
生喜欢，考试成绩从来没
有落后过。课余时间看看
书，周末和朋友聚一聚，
假期偶然出去旅游一次。
生活安稳有序，只是很难
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
“下海”。做生意就开始算
利润，算付出与回报，算
来算去，把心情算得乌烟

瘴气，一对神仙眷侣也不免要流
俗了。

我这一年多来，对生意上的
事也是心灰意冷，就不想往店里
去。对那些讨价还价、得寸进
尺、吹毛求疵、无理取闹者，还
有那些拖账赖账的顾客，我是真
的怕他们了。

没事在家整理抽屉，看到自
己收集的字画，有一幅书法作
品，内容是“舍得”。大舍大
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生意
上的得失、生活中的得失，何尝
不是这样。

我希望自己快乐，也希望我
的朋友们快乐，那些烦恼纠结，
统统舍了吧！

经常按计算器，有一个按键
叫归零。其实，有时候心情也是
可以归零的。比如，那些烦恼、
那些败坏我们内心安宁的不良情
绪，我们都可以让它归零。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大
的困难我们都会克服的。亲，一
起来参悟“舍得”吧！

参悟“舍得”
□牛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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