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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思 人生感悟

近日从《洛阳日报》上看到《“时代楷模”陈俊武》一
文，不由得被陈俊武科技报国 70 余年、扎根洛阳 50
余年、94 岁高龄依然坚持学习和科研的执着精神所
感动。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对国家、对社会
所求却少之又少。

记得去年年初，《河南日报记者讲述：走近陈俊武，
向一个高尚的灵魂靠近、再靠近……》一文，就很好地
展现了“90后”时代楷模、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炼油工
程技术专家陈俊武的感人故事和迷人风采。其中，陈
院士以科学家的精算法列出的“人生公式”，更是令人印
象深刻，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当作座右铭：

一生中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奉献等于索
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小于索取，人生就黯淡。

他不仅“算出”这个公式，还通过七十余载的以身许
国、科技报国，扎扎实实地验证了这个公式的准确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陈俊武克服重
重困难，带着母亲从台湾返回大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
设事业。他怀着振兴石油石化工业的梦想，主动要求
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抚顺，开创性地开展人造石油项
目的设计与生产工作。经过多年刻苦攻关，他和他的团
队打破外国技术封锁，完成了我国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
装置的开发和建设，催开了我国炼油技术的第一朵“金
花”。目前我国汽车所用的汽油，70%是用陈院士开发

的技术生产的，由此可见他对国家、对社会贡献之大。
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却对自己和家人

很“小气”。他谢绝享受配秘书、配专车的专家待遇，曾
坚持步行上班20余年；到外地出差，他也特别“抠门”，
常常为省打车费和食宿费而计较；单位曾给他安排一
套安置房，他也谢绝了。可他对他人和国家又很“大
气”。他曾把自己应得的奖金，捐给公司幼儿园，捐给
郊县优秀民办教师，还默默资助新安县一名贫困生上
大学直到毕业。2016年3月，陈俊武还将在郑州大学
6年兼职所得的2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奖励优秀青年
学子……

如今，90多岁的他仍在一边继续指导开发石油炼
制和现代煤化工新技术，一边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替代
趋势和低碳战略。陈院士坚守初心，甘于奉献，奋斗不
止，不讲价钱，不辱使命，报效祖国。这种家国情怀和
责任担当，才是中国科学家的真正素养。

陈院士在80岁那年作的一首小诗，很好地表现了
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与气度，也是对这个“人
生公式”的诗意阐释：

耄耋老翁忆平生，有志年华事竟成。
亦老苍天情未了，扁舟浩海又启程。
他常说：“感谢这个伟大时代、感谢我的科研团队、

感谢我的亲人朋友。我比别人多工作30年，虽说没有

享受潇洒生活，少了很多天伦之乐，但我在科学攀登中
得到了快乐，得大于失。在耄耋之年还能为国家作一
些贡献，无怨无悔。”他期待大家都能把握好新时代，努
力为国家、为行业、为家庭作出应有贡献，使自己奉献
大于索取，做一个有用的人。

放眼古今中外，那些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人，都
收获了快乐、幸福和世人的赞颂，而那些贪得无厌、强
取豪夺的人，则落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还被钉在历
史的耻辱柱上。

那些把家当成权钱交易所，冒着杀头危险贪污受
贿的贪官，能跟那些把事业当成毕生追求、把奉献当
作最大乐趣的科学家相提并论吗？贪官们在疯狂攫
取财富的同时，焦虑感和恐惧感也与日俱增，而科学
家们在攻克一个个科技难关的同时，那种喜悦感和
成就感也令人振奋。两种人生，孰优孰劣，不是一目
了然吗？

即使不与那些位高权重的贪官或声名卓著的科学
家相比，作为普通老百姓，到底是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
受更能让人精神愉悦，还是心无旁骛地沉浸于事业和
爱好中更能让人生活充实，不也是不言而喻吗？

牢记并践行陈俊武院士的“人生公式”，拒绝平
淡，摒弃暗淡，追求灿烂，无怨无悔的奉献，才是最美
的期盼！

星期天，女儿带我们登宜阳锦屏山。
跨过洛河，锦屏山横在面前，这才知道武则天为何

那样宠她了。险峻挺拔，满山苍翠，山山相连，十里锦
屏，的确迷人。

我仰望着这陡峭的高山，心里却有点发怵，还莫名
其妙地生出几许不甘和失落。

此前旅游登山，总怕落后被人说道，不顾年已老，倾
尽所有力气追赶，往往是爬至半道，累得半瘫，无奈放
弃，有时还要和导游解释赔不是，心里酸酸的。

女儿向人讨得一根拐杖递给我。愕然，这将是我一
生里第一次拄上拐杖，就如前不久乘公交车，第一次有
小同学给我让座一样。当时一愣，心中五味杂陈——自
己真的到了夕阳西下时，错愕而又无奈。

退休后，我一直心态不稳，漂泊无定，缺少应该有的
那种老人风。

我想改变，于是说：你们前边登吧，别管我，我想一
个人随意走走。

我调整着心态，寻找着感觉，再也不愿眼瞅着别人
而急躁地赶路了，那样只会顾此失彼、疲惫不堪，失了风
景、坏了心情，现在我只想随性一把。

登台阶，我克制着那蠢蠢欲动的攀比之心，不羡别
人的铿锵步伐，不为那些年轻的背影所动，只关注自己
的脚下，一点一点地打压着焦躁情绪。别人一步跨两
阶，我来个两步挪一层；他们登几十上百个台阶也不停，
我挪十几个台阶就歇一歇，看看景，稳稳神，再出发时步
子越踏越稳重。

我总是贴着有护栏的一边走，方便手扶栏杆，脚踏
实地稳步前行。对面走来的年轻人很自然地把这一侧
台阶让给我，后来者则绕过我前行，仿佛是个默契的约
定。渐渐地，我发现，我的“慢腾腾”，还有我手中的拐杖
并没有引来异样的目光，只有自然地避让，有时还会从
一些目光中收获赞许和尊敬。我开始相信，以前的那些
疑心和焦虑是无事自扰。

我虽然年老体弱快不得，但若有一个不错的心态，
就有适合自己的走法，以一个老人该有的姿势去攀登，
不疾不徐，缓缓而行，没有焦灼，只有坦然，这种量力而
为的“慢行”，才是一种最有效的进取。瞬间，登顶的信
心突增。要追梦，要以自己的方式展叶开花，要走出自
己的风采！

我仔细地品味着自己的新发现，分明意识到，自己
正走在接受和顺应的路上，走进坦然，迈向通透。

我出人意料地登上了峰顶，并且脸不变色心不跳，
轻松又从容。家人满眼惊喜，我感慨不已。

在这高高的山顶上，我放眼群山，感慨着“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豪气顿生。

从此我心里有了一座山！锦屏山，谢谢你，我攀登
你千余芳阶，你点亮我一盏心灯。

朋友向我感叹，说他的生活不幸福。
望着他迷茫的眼神，我沉默了。
在我看来，这位朋友算是成功人士，迁居小城，车房

俱全，还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睦的家庭。这难
道不是幸福？如果不是，那幸福又是什么？

我自幼失去双亲，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六七岁
的时候，有天傍晚，我正在门外玩耍，一条恶犬猛地窜过
来，把我扑倒在地。我吓得大哭，爷爷闻声赶来，赶走
了恶犬。我身上的擦伤并无大碍，裤子却被撕开一条
口子。吃过晚饭，爷爷把我的裤子脱下来，从漆皮斑驳
的箱子里取出针线。我坐在被窝里，望着泥台上的煤
油灯，那晃来晃去的灯光太微弱了，爷爷戴着眼镜，艰
难地穿针引线，细小的针脚在他粗糙的大手下整齐地排
列……那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啊！

在我看来，爷爷的爱护就是幸福。
长大成家，妻子温良贤淑，持家有方，一衣一饭，一

鞋一袜，从不让我操心。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好你
的事就行了，杂活不用你管……

有一次，我工作时不小心锯伤了手指，她在电话里几
乎哭出声来。在赶往县医院的路上，她一直握着我的手，
眼里泪汪汪的。我养伤的日子里，她更是无微不至，帮
我穿衣端饭、修脚洗脸，没有一丝厌烦。我稍一动手，她
就立刻制止：谁让你动手了？发炎了咋办……

在我看来，妻子的照顾就是幸福。
到乡下工作，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一位花甲老人

正在给他的父亲喂饭，他虔诚地弯着身子，把勺子一次
一次送到父亲嘴边。他父亲明显痴呆了，往往忘了张
嘴。老人并不生气，用哄孩子的口气说：“爹，吃饭了啊，
张嘴啦……”我静静地看着，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泪水模
糊了眼睛。

在我看来，年已花甲还能喊一声老爹，是多么幸福。
幸福还能是什么呢？是平顺？是健康？还是成

功？因人而异吧！父母长寿是幸福，孩子上进是幸福，
一个拥抱是幸福，一声问候是幸福，帮助别人或被别人
帮助也是幸福。

有句话说得好——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
感受到了多少。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迷上了写作，业余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爬格子”。每每词不达意，总是写
了改、改了抄，一本一百页的稿纸，没几天就用完
了。所以誊写稿子清样时我特别小心，生怕写错
涂改浪费了稿纸。那几年，我一直不间断地练
笔，习作渐渐开始见报，零零星星的稿费都被我
悄悄存进了小金库，几年下来，私房钱竟然攒了两
千多元。

进入20世纪 90 年代之后，电脑开始进入百
姓的家庭，一些人捷足先登尝到了这只“螃蟹”
的甜头，用电脑打字任你怎样修改都不会留下痕
迹，真是方便至极。有一段时间我在报社帮忙，
看到编辑们一分钟能打几十个字，眼馋得心里直
痒痒。可是转念又一想，眼馋也没用啊，一是收
入低，根本买不起几千块钱一台的电脑，二是我
年近五十肚里墨水又少，键盘上几十个方块看着
都心慌。

后来结识了一位比我年纪还大的文友，看他
用电脑打印出来的稿子，清晰又美观，加上小金
库的银子越来越多，就生出了买电脑的念头。我
看着存折上的四位数存款反复琢磨：好不容易
攒了十几年的稿费，可别请回来一个伺候不动
的“洋神仙”啊！再想想那位用电脑写稿的文
友，他读书不比我多，也没长三头六臂，凭什么
我就不如他？考虑到台式电脑不便携带，新上
市的笔记本电脑就成了我志在必得的目标，但它
双倍的价格又让我犹豫不决。几番权衡之后，我
终于咬咬牙甩出了全部积蓄，花7000元买回一台
笔记本电脑。

过去读书时我学过一点俄语，而电脑操作系统
的指令全是英文，完全用不上，电脑学校尚未开
办，想拜师也没门路。听说新华书店有学电脑的
书，就赶紧往书店跑，不同版本的初级电脑教材
一下子买回了三本。回到家打开电脑，对照键盘
按图索骥，每操作一步，就在小本本上详细记下
它的作用。第一天，记住了开机、关机，新建、保

存文件等最基本的操作。可是五笔打字必须死记
硬背，并非一日之功。捣鼓几天之后，我发现电
脑里也有拼音输入法，立马精神抖擞起来。经过
一段时间适应，我的换笔过程就这样不知不觉完
成了。

1995年年底，我收到中国作家协会批准入会
的通知，回望来路上的几千个不眠之夜，我和我的
电脑携手合作，终于跨进了期盼已久的文学殿堂。

随着电脑功能的不断扩展，我和互联网的接
触也越来越频繁，而扩展其用途，又对进一步掌
握电脑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从互联网上下
载、安装软件，就成了不容拒绝的功课，继而消耗
着我一个又一个纠结与欢欣共存的夜晚。沉湎在
迷宫般的网络，却分不清伪装的病毒和陷阱，无
数次蓝屏、死机甚至系统崩溃，把好端端的电脑
摧残得九死一生。一次次丢失即将完成的文稿，
一次次误删珍贵的照片，一次次被流氓软件诱
骗，一次次去电脑店重装系统……若干意外折磨
得我没一点脾气。一次次失败击溃了我速战速决
的妄想，也激励着我不甘认输的倔强，几年下来，我
就和各种软件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成了同龄人中首
屈一指的“网络达人”。

一旦熟练掌握了电脑操作技巧，玩手机就不在
话下了。近年来，新开发的手机软件数量直线上
升，功能更是包罗万象，微信聊天、红包转账、网上
购物、支付宝付款，让人眼花缭乱。我这个年过古
稀的网络老顽童，不但不甘落伍，而且通过不同渠
道申请了好几个公众号，以最便捷的方式，与全国
各地的文朋诗友进行交流。

不惑之年开始业余写作，天命之年迈进了文学
殿堂；年过甲子抓住“科技尾巴”，交上了电脑这位
知心朋友；古稀之年用手机上网聊天，朋友遍及江
南塞北，我这辈子也真够前卫的。

改革开放40多年，伴我走过了一条不断学习、
积累，不断提升人生价值的自学之路，印证了“活到
老学到老”这一至理名言。

二叔今年61岁了，因常年大量的劳动，他那粗大、灵活
的手指都变了形，原本笔直挺拔的脊梁，也渐渐罗锅了。

今年夏天我回老家，走到河边时，看见他正在歪脖
子柳树下面拾掇那块巴掌大的河滩地。这里杂草丛生，石
头成堆，我劝二叔省点力气，这块地不好开垦。他笑起来：

“你小子懂啥，只要我下劲儿，哪有开垦不了的地。”
下午，他扛着头、拿着镰刀，顶着日头干起来。二

婶也不甘落伍，扛着耙子，掂着茶水，紧紧跟在二叔后
面。路过的村里人打趣她：“歇歇吧，挣恁多钱了也不知
道歇歇。”

二婶答：“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想挣钱，不干活
会中！”

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
前几天，妻子回了趟老家。回来后她告诉我，她看

到二叔开垦的河滩地里，已经长出绿油油的菠菜和套种
的蒜苗。妻子还说，二叔真勤快，这么大年纪也舍不得
歇歇。

是啊，他是个不会偷懒的人。前些年，他把村里的
凹子坡承包了种上果树，今年，又把别人“舍弃”的两亩
庄稼地揽过来。年轻的时候，他倒腾过粮食，收过鸭、
狗，用四轮拖拉机给别人拉过砖。

二叔家的条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三层花园式
小别墅，红砖黄瓦，非常气派亮堂。小别墅前院两边栽
种着四季常青的苦丁，中间有月季、美人蕉、夹竹桃相映
成趣。房后是停车场，大大小小有五辆车子。家里两个
孩子，先后考上大学，结婚后，在二叔资助下，先后在工
作地买了房，过着让人羡慕的朝九晚五的生活。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这是二叔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说，现在党的富民政策好，挣钱门路多，他要趁着这股
东风，好好干下去。

最美“人生公式”
□赵奎

生活空间

登顶锦屏山

二叔的好日子

尘世写真

幸福的含义
□布振芳 □冷慰怀

活到老学到老

洛
浦
秋
韵

马
立
摄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
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
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
的内在力量。

——《平凡的世界》

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
味，以柔软心除挂碍。

——《人生最美是清欢》
（晓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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