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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场

有勇气者胜

□赵文忠

乡村幸福路
□程维平

母亲爱识字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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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我家小住，除几件随身的衣服外，
还带着一本书，让我颇感意外，因为母亲不识
字，这我是知道的。

“你妈也不知从哪儿弄来这么一本破书，
像得了宝似的，到哪儿都不撒手，老了老了又
当起学生，认起字来了……”父亲不停地对我
念叨着，看起来对母亲读书认字一事颇不以
为然。

我仔细一看，那原来是一本小人书《女儿
国》，是小时候我们姊妹几人的最爱。书确实
很旧，但上面的字都不算生僻，儿童读物，倒
也适合初学认字之人。“我在家整理东西，翻
到了这本小人书，看上面的图画挺有意思，顺
便也学着认几个字。”母亲略带羞涩地解释。

父亲果然所言非虚，母亲可一点儿也不
像“顺便”认认的样子。无论早起饭后，还是
睡觉之前，甚至在干家务活之余，母亲都会利
用一切机会来“啃书本”。她总是到客厅阳台
光线好的地方，一边用手指认，一边读出声音
来。我不由得暗自诧异，母亲何时竟已认得
这些许字！遇到生字，母亲不会查字典，更不
懂问百度，她的学习方法就是“三人行，必有
我师”，哪怕只有两个人，另一个就一定是她
的老师了。父亲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常
常被问得不耐烦，有时被问恼了，便不再理会
她。母亲却不急不躁，把不认识的字圈起来
做个记号，又继续往下读，至于书上的那些圈
圈，就等我回来抹去了。而我也多是一边做

自己的事，一边顺带教着母亲。
家里面“老师”做得最好的要数我儿子

了。儿子对自己终于也能当上“老师”一事颇
有几分得意，态度很认真，教母亲时可谓一心
一意，心无旁骛，不但帮认其字，还帮解其意，
且能举一反三。母亲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
一些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标记。祖孙两人促
膝而坐，执书交谈，画面和谐美丽，温馨动
人。连父亲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再遇到母亲
询问时，态度便转变了许多。

母亲还有一个认字的法宝就是“猜”。
母亲的“猜测”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每翻一
页，她总是先看图画，再结合画面意思与生
字的前一个字可组成的词语来推测出生字
的读音，准确率也是相当之高。与母亲外出
散步，墙上的广告、商店的招牌，都会成为母
亲识字的载体，我便也像我儿子一样向她微
笑着、讲解着，无须过多的表白，懂得便是爱
最好的样子。

如今，老人们晚年的生活可谓异彩纷呈，
有人喜欢养花，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歌
舞，有人喜欢旅游。而母亲，一个少时未读
书、如今已年近七旬的老人家，却“不可救药”
地爱上了读书认字，多么别具一格的欢乐，多
么艰苦卓绝的历程，我们乐于不遗余力地支
持她、帮助她，不仅因为我们对她的爱，更是
因为潜移默化中，她勤奋好学的精神也感染
着、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

曾读过一篇文章《虚掩的门》，讲述的
是一个人在雨天回家，当他看到家门是关
闭着时，就在门外等家人回来。其实，家
人就在家里，门只是虚掩着的，但他没有
上前推一把，他认为门是锁着的，是打不
开的。

小学上体育课，有项跳鞍马的运动，看
同学们两手一按，飞身而过，我十分羡慕。
而我一是怕摔着，二是怕跳不过去惹人嘲
笑，就没有勇气去纵身一跃。

那人被一扇虚掩的门阻挡在外，缺乏
的是上前一推的勇气；我体育失分，缺乏的
是上前一跃的勇气。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对各种坎坷与困难，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
么样的结果，那时，正是需要你拿出勇气的
时候。

工作时，厂里实行自荐上岗。当时，我
已入厂三年，技术较为熟练，也了解车间工
作程序、生产任务，具备竞争班长的实力。
但我还是缺乏勇气，心想，自己一个从农村
来的高中生，怎能领导城市里的那些技校
生？后来，在多数工友的鼓励下，我参加了
竞选，结果不但成功胜出，而且带领全班，
保质保量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并获得
了“优秀班长”的称号。

央视有一档《挑战不可能》的节目。一
位受邀嘉宾挑战的项目是：骑独轮车从一
条钢丝上通过。我惊呆了，在一条线上骑
车，这怎么可能呢？然而，挑战者在我砰
砰心跳中，挑战成功。主持人采访他：“你
是如何创造这项奇迹的？”他的回答很简
单：“首先要经过无数次的训练、无数次的
失败，然后，从无数次的失败中拿出勇气，
继续挑战。

人生就是这样，面对困难与挑战，从来
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有些事情之所以
不去做，只是因为你去做之前缺乏勇气而
否定了自己。其实，那些所谓的困难，并非
想象的那么不可能战胜。只要拿出一点点
勇气，就能打开面前那扇虚掩的门。

这次回老家是开车回去的，父亲在电
话里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家门口那条路已
经修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

提起这条路，我仍心有余悸。记忆中
的路是一条土路，平时还好，一到下雨天，
这条路就变成了烂泥路，人在上面行走非
常艰难，不仅会弄湿鞋子，而且泥巴会粘
在鞋底，叫你寸步难行。

但这条路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无论
有多艰难，我都得克服。每一次遇到下雨
天，大人小孩儿都会犯愁，母亲只好穿着
靴子或者直接赤脚，背着我把我送到学
校。三里地啊，到了学校母亲已是汗流浃
背，放学之后还要来接我回家。

如果这条路是砖头路该多好啊！这
是我们最初的梦想，也是最奢侈的梦想。

后来，在乡政府的支持下，这条路终于经
历了一次华丽转身，铺成了一条砖头路。
可是长期的踩踏和挤压，使砖头与砖头之
间裂开了大缝，路面也变得坑坑洼洼，下
雨天，一不小心，泥浆就会从缝隙里飞溅
出来，弄脏了衣服。所以，水泥路成了我
们远大的梦想。

“回老家喽，回老家喽！”儿子的叫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一下子回过神来，急
急忙忙驾车，直往家的方向驶去。车子很
快进入了我们村的区域范围，一条长长的
水泥路跃入眼帘。真不敢相信，这条路竟
然就是我曾经“恨之入骨”的烂泥路。

水泥路平坦舒适、宽阔笔直，两旁绿
树成荫，在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气势磅礴。我赶紧掏出手机，

不停地拍照，然后转发朋友圈。我要让
所有在外工作的同龄小伙伴们都知道，
我们乡村也有水泥路了，我要把我的快
乐与他们一起分享。

到家了，到家了！车子一直开到我家
门口，父亲迎面走来，满脸笑容：“现在好了
吧？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了。你知道吗？
这条水泥路是公家修的，所有的费用是上
面拨的款。”我明白，父亲所说的“公家”和

“上面”，就是指国家，我们伟大的祖国。
一条水泥路，在国家建设取得的巨大

成就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
来说，或许是几代人追寻的梦想。这条水
泥路不是一条寻常的路，它是党惠民政策
的结晶，也是城乡建设进步的一个缩影，
更是百姓通往未来的幸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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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操场上散步，看到我的老师蹲在篮球
场上用粉笔画画。我好奇地问：“您在干啥？”
老师笑着说：“画画啊！”我依然疑惑：“画在篮
球场上，又保留不了多久，干吗还要画？”老师
看看我说：“孩子，画画是快乐的，还管它保留
多久呢？”

我还是不解：“既然保留不了多久，您不
是白画了吗？又不会有多少人看到。”老师
说：“孩子，如果你要附加那么多内容，快乐就
找不到了，快乐应该是没有附加值的。”

“快乐是没有附加值的。”想着老师的话，
我陷入了沉思。我的这位老师已经退休了，
但他依然有充沛的精力，对他奉献了大半生
的校园留有深深的眷恋，对他曾经从事的教
师职业保持着深深的敬意，所以，他依然会在
这个校园里出现，有时是在学校的板报栏里
画油画或者水彩画，有时是在学校的广播站
里读新写的诗歌……

我曾经在心里否定过我的老师的做法，
他做这些事，并不曾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好
处，我曾经以为他的这些付出都是没有价值
的，却不曾想到这些事让他快乐，这才是最

重要的。
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做

的事都是有附加值的，都是提前在心里勾画
了前景的，我从来没有像我的老师那样，没有
任何附加值地做过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

想到这里，我开始醒悟：快乐没有附加
值，它可以抛弃意义和目的，以一种最干净的
姿态存在于生活中，就像我的老师，可以在篮
球场上画一幅保留不了多久的画，可以在退
休之后依旧做着给他带不来任何实际好处的
事情。

我想，我也要像我的老师那样，从此开
始，没有任何附加值地快乐。比如，闲散地翻
一本书，不去想作者的写作技巧；比如，安心
地写篇文章，不去想会不会发表；比如，趴在
阳台上看一个小时的风景，不去想这一个小
时是不是浪费了；比如，步行半个小时去小镇
最北边的那家店吃酸辣粉，不去想这半个小
时值不值得……

是的，我该向我的老师深深鞠躬，因为他
教会了我快乐的能力，因为他告诉我，没有任
何附加值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众 生生

快乐没有附加值

□苗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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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好每一朵花

□张少刚

小涛是个白皮肤、大眼睛的男孩儿，可
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天不垂怜，他智力低
下，说话含糊，还患有轻微的癫痫。

刚上一年级时，课堂上，他总是呆呆地
坐着，学习成绩差。课下，他默默地躲在一
个角落里，同学们都不愿意跟他玩。

上学期，小涛转到了我们班。第一天
上课，我就发现了坐在后面的小涛。他很
腼腆，不敢用眼睛正视别人，低头摆弄着手
里的文具盒。我走到他座位旁，轻声问：

“你叫小涛？”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并没
有回答。

一节自习课上，我走到小涛身边，眼
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他正用彩笔认真
地画一只大熊猫。我向他竖起大拇指：

“孩子，你画的熊猫真可爱！”“老师，上星
期……妈妈带我去动物园看熊猫，我就记
住了……想把它画下来……”小涛支吾着
说。我拿起小涛的画，转身走上讲台：“同
学们，你们看小涛画的熊猫吃竹子，好看
吗？”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小涛也露
出了笑容。

小涛从此喜欢上了画画，性格也变
得开朗了很多。一天上午，他来到我的
办公室，把一个图画本递给我，兴奋地说：

“老师，我已经画了一本了！”我一页一页
地翻看着，并用红笔在每一页上都画了一
朵小红花或一面小红旗。“不错！真了不
起，孩子！”我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并把桌
上的一本图画书送给他，“老师把这本书
送给你，希望你继续努力！”

那天，我走在校园里，小涛忽然跑到
我的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递给我。
我知道这块糖的分量，便很高兴地接过来
放进嘴里，好甜好甜的糖……

在学校这个百花园里，每个孩子都是
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有早开的，有晚开的，
而晚开的花也一样美丽，一样芬芳。作为
老师，我们要精心地呵护好每一朵花，因为
只有百花齐放，才会春色满园。

诚 信信

一斤油条

□李阿人

前几天听老婆说，我们家附近
新开了一家“五谷香”小吃店，店面
虽不大，可生意相当红火。她提意
去品尝一下。

老婆说的这个招牌，我是熟悉
的。半年前，在我单位的楼下就有
这么一家。它除了经营粥类，还经
营一种香酥油条。这种油条不仅
吃起来很香，而且入口脆酥。当
时，店家为招揽生意，开展优惠活
动，买一斤油条赠一两代金券，集
够十张，就可以兑换一斤油条。

有段时间我外出办事，回来后
发现这家店已经不复存在了。一打
听，原来是单位房子要改建，小吃店
不得已关了门。就这样，我集够的
十张代金券，也未来得及兑换。

走进新开的店内，才发现这
位个头不高、胖乎乎的老板，原是
在我单位楼下卖油条的那个小伙
子。我想让老婆去问问代金券的
事，老婆生气地说：“这事都过去
那么长时间了，再说人家都不在
那里干了，谁还会认这账？你好
意思去问吗？”想想也是，我便不
再多言。

吃完饭走出店门的时候，我看
见老板正接过一名顾客递上的代金
券，便开口问了一句以前店里发的
代金券还能用不。老板抱歉地说：

“当初我在别的地方开饭店时，房子
扒得急，还有很多代金券没有收回
呢。不过只要券在，我现在依然兑
换油条……”

第二天，我从老板手里接过兑
换的油条时，由衷地说：“你的招牌
上应该再加两个字才对啊！”老板忙
连声问我要加什么字，我大声地说：

“再加上‘诚信’俩字，你这店就更名
副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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