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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子过好才重要
衣食住行，与人相处，能把日子过

好才重要。日子过得好的人，前方有
光，快乐洋溢在脸上。人类的悲欢并
不相通，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

“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
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
子做游戏”，林语堂描述的人间幸福，未
必具有公认的外在价值，却皆为流水炊
烟中的美好。即便北风催紧，有人认为
生活里发生的，不过是花开花落的小喜
小悲，丰子恺便端来一碗鸡汤：“人间的
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遭遇天灾人祸，
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句有长
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人有悲欢，皆

是常事。
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人不相及，却

是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没有一件工
作不辛苦。前半生，我们总是为了太
多遥不可及的东西疲于奔命，却忘了
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灯火阑珊
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

曾经看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早起
提笼去遛鸟，晚来种花又养草。开心
吃好三餐饭，烦恼不赶自己跑。”生活，
只属于自己，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
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幸福的。

生活由一串串日子连成的，只要把
日子过好了，何愁烦恼缠身。所以，面

向太阳，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
面对，把眼下的日子过好，比什么
都重要。

桥上看风景的人，本身也是风
景。别人再好也是别人的，羡慕是
羡慕不来的。身边有太多的人，日
常生活就是羡慕别人的生活，总是
拿自己和别人做着比较。但他们从
来都没有想过，人和人之间都是不
同的，如果没有了差距，也就没有了
世界的多样性。所以，与其临溪慕
鱼，不如退而结网，过好自己的日
子，你就是成功者。

生活没有好与坏之分，每一种生

活的背后，都暗自标好了价码。你付
出几分，便会得到几分。真正把生活
过成诗的人，对生活的付出也是别人
难以想象的。所以，学会热爱你自己
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这才是幸福的
真谛！

恩与怨，得与失，爱与恨，不过人
生的一道道风景，不必挂怀，一笑而
过，就是生活最好的法则。过多过高
的要求不但没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品
质，反而扼杀了那些简单的幸福。你
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你是什么
样的。心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幸福
也就简单了。

□ 介子平

多少年，习惯以大人的身份来面
对世界。某一个日子，比如孩子们最
喜欢的“六一”儿童节，看到满大街的
孩子脚上的白球鞋，头发上的红色蝴
蝶结和崭新的红领巾，我们也会想起
自己也曾是孩子。

是时间改变了一切。其实，很久
以前我就想说：“孩子，许多大人是向
往你们的生活的。”

女儿幼时那不顾一切的“真”，实
在令人动容。用小毛巾盖着布娃娃，
大人一旦大声说话，她定要摇头摆手
抗议，说惊醒了小娃娃睡觉；心爱的小
猫生下来走路不稳，让人忍俊不禁，她
哭着坚决阻止全家任何人的嘲笑；秋
天，她喜欢收集红叶，但绝对不会从树
上摘一片，她说：“叶子自己掉下来才
不会疼。”

几层预制板摞起来的高台，他们
一群孩子可以跳上蹦下玩儿好几个小
时；从垃圾堆捡来刚出生的小狗，用衣
服裹着抱回家，拿小勺舀奶喂大；搬砖
支起一个简易炉灶，放一块瓷砖，在下
面点火烤着玉米、土豆吃……

这些种种，孩子们拼尽全力保护
着和爱着的东西，它们本身也至真至
纯。不加修饰的世界和未经雕琢的孩
童天性，的确离开我们很长时间了。

只有女儿每次的伤心哭泣，才会
拨动我们大人的心弦。

很庆幸，我们尽量完整努力地
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不嘲笑她小
脑袋瓜里奇怪的想法：“摘”下月亮
来，放到画纸上；祈祷明天下雪，不
要下雨，让死了的小狗“多多”活过
来……这些也是我们在努力保护她
的“真”。

这么多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她是
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她是多
么无助，总觉得强大的爸爸妈妈为什
么不帮她实现。所以她总是撒娇、哭
泣，其实她不明白，即使是孩子的“小
事”，也有让大人无能为力的时候。

还有些事，大人的做法也会令孩
子不理解。

她用毛巾叠了简单的“公主”娃
娃，为了用那个毛巾，妈妈两下就扯开
拿走了；她用手拿起地上的蚯蚓放到
土地里，我们嫌弃地使劲用纸巾擦着
她的小手；她用几个小板凳连起来当
火车，卖“票”去北京，我们拿到一张撕
得乱七八糟的纸做的“火车票”，当时
的表情多么虚假。

大人所有的实用、含蓄、讲究相比
孩子的纯真、自然、丰富多么不值一
提。她当时一定很讨厌轻易毁坏她美
好世界的大人吧！

孩子，我们做了太久的大人。就
像《小王子》中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
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

所以，我们忘记了布娃娃、小狗、
树叶也有它们的世界，我们不屑的样
子多么无知。幸而，有孩子们的大哭
提醒了大人，我们儿时也曾十二分小
心地捏起不起眼的落叶，郑重地夹到
一本作文书里；我们也因为“六一”拿
不到奖状，偷偷躲在房间里伤心……

许多优秀的大人郁郁寡欢，那是
他们忘记开心了就笑，就像伤害从未
来过；伤心了就痛快地哭一场，像孩子
们失去一截大人随手扔掉的树枝一
样，放声哭个酣畅淋漓，哭完也许就会
放下，继续坚强。

我决定，接受不了一些事情时，就
像孩子一样生活。

春天来了，杏花开得一树灿烂，
没过多久，一场春雪压弯了杏树枝
头。我决定不再为杏儿可能会涨价
而叹息，我要走到雪地里堆一个春天
的雪人。

暴雨把一座城市变成“水族箱”，
我小心地在水中慢慢前行，不再只怨
天尤人；顺手捞起落水的小狗，抱回
家，当它湿湿的毛发再度蓬松得像狮
子时，我就会忘记自己滴水的裤角。

秋天，树梢的最后一片黄叶，颤颤
巍巍地努力撑住自己时，我不再漠然，
我要同黄叶一起伤感四季的流转。世
界上的人和树叶难道真的要回归大
地？这残酷的事实我不愿多想，我决
定只欣赏那片黄叶飘飘摇摇落地的优
美身姿。

看到一个坐轮椅的孩子，我不再
盯着他的腿或脚抱以同情的目光，我
决定赞美他头上那顶很酷的棒球帽，
祝福他拥有精彩的人生。

有一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大人笑
得或者哭得像孩子，请不要嘲笑他，因
为那也可以是他的生活，像孩子一样
的生活。

书柜角落那本很薄很薄的童年相册里

珍藏着一张我儿时“六一”的照片

泛黄的照片上我不再调皮而有些滑稽

扶着我肩膀的那位城里来的女教师

是她把我们的童年

给我们留在身边

想起儿时的“六一”

我就想起城里来的那位女教师

在村中古庙的教室里

她的教鞭点着那些漂亮的粉笔字

与我们这些土娃子一起

读亮了乡村无数个晨曦

村头野花艳丽的故事中

我们这群土娃子也学会了

城里的孩子爱做的游戏

第一次听到“六一”快到了

是这位城里来的女教师说的

在我们盼望着的那些日子里

村里的歌声一天比一天悦耳

小小的操场堆满了美丽的笑声

妞儿第一次穿起盖不住腿的裙子

跟着她围着她学着她一身的好奇

“六一”终于来到了乡村

我们的妈妈从操场走过

村里那些人从操场走过

都忘记了乡村曾经的沉默

在那个刻在记忆里的一天

她特意从城里请来照相师

把乡村的童趣永远定格在“六一”

把我们的童年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也使我们当年纯真的孩童岁月

在这个节日留下难忘的印迹

流年似水，记忆也在变老

这位后来已回城的女教师

只在乡村的故事中与我们一起

回味我们儿时泛黄的“六一”

□ 杜宏兰

像孩子一样生活

□ 郭存亭

想起儿时的“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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