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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龙 ”说 起
●蒋子龙专栏●

■龙的优势
在 于 腰 。 腾 、
转、挪、闪，全
靠腰的功力。掌
握 和 支 撑 庞 大
的 身 躯 也 仰 仗
腰。一个人，如
果断了双腿，有
轮椅代步。断了
双 臂 ， 用 脚 写
字。腰椎一断，
灵魂顿失，不死
也废。

□蒋子龙

弯腰，也是一种成功

那天，从老家西墙边走过，茂盛金
银花的幽香，随着晨风，飘进了鼻孔。
墙边，挤挤挨挨的叶子间隙，或嫩黄或
鹅白的花骨朵们悄然绽放。一片片窄窄

的花瓣向外翻卷，细长的花蕊亭亭玉立，加之五月的
微雨，格外使人领略到了几分诗情画意。

轻轻呼吸了一口，馥郁的香气，有如涟漪荡漾过
心尖，痒痒得无法言说。

其实，金银花落户母亲的墙垣，已经五年了。家
里人喉咙干涩时，经常品味金银花茶。有一天，姐姐
坐了八个小时火车，把两株金银花，连根带土背回老
家，栽种在母亲房前的西墙下。我心中暗想，如此

“移花接木”，实在不值，它能适应老家的盐碱地吗？
金银花悄悄地生长。五年间，是哪一天爬满半面

墙的，除了春风夏雨，怕只有母亲最清楚了。花开第
一年，母亲拿出一小袋金银花嘱咐道：都晒好啦，拿
去常喝吧。

望着那些“干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散乱一
堆，蓬松成团，和人们常喝的金银花怎么不一样呢。
端详一会儿，忽然想明白了：买的是花苞，家里晒好
的，是完全绽放后的花瓣儿。

想起沈括先生在 《梦溪笔谈·药议》 中记载：
“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
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万
物事理，大多如此微妙，就如这入药的植物，有的贵
在鲜嫩，有的妙在宿老，有的苞芽最当时，有的老根
才是魂。万物有序，生命刚刚好，就是在最被需要
时。想来，这金银花应当是在花苞初绽时，采摘最
妙。

果然如此，金银花须在“以花蕾上部膨大，长成
棒状，青白色时”为品质最佳。原来，人们迷恋的恰
恰是花骨朵，当初本以为，花开得越大越鲜香，喝着
才更有味呢。

那次，临近家门，忽然望见母亲佝偻着腰身，在
西墙边摘金银花。金银花蔓已经疯长到一人多高，花
枝任性地攀缘在墙边。母亲左腕上挂着一只小篮，右胳
膊努力地扬起，在密叶间进出。一个个刚刚顶着白色小
脑瓜的绿绿的花苞，横七竖八地躺在篮子里。微风吹
拂，母亲的白发一颤一颤，叶子们也不听话地摇摆。偌
大一片花藤，看不见几朵绽放的花，也丝毫闻不到一
丝香气，只有绿莹莹的花骨朵在叶子里探头探脑。

突然鼻子一酸，觉得母亲受累了。这些金银花再
也不能肆意绽放，闻不见花香，看不见灿烂的采摘，
该是多么无趣呀。

父亲反倒自言自语地感慨：“她一天没别的事
了，闲着就来摘，一朵都不让它开。干别的腿疼，半
天摘花居然不疼了。”

只这一句，就把我的眼泪催下来了。小小的金银
花丛里，始终绽放着母亲的心事吧。无论如何，整整
一个春夏，风来雨往，金银花可以俏丽丽地开着，肆
意地香着⋯⋯

去年，跑到一户农庄玩，面对一大片金银花，从
没见过的同伴啧啧称奇，新奇地采摘。突然想，对这
样寻常巷陌、沟渠墙间随遇而安的生命，人们居然如
此新奇。看来，很多东西都因距离而缺乏了解；或
者，缺乏一个亲近它的温暖理由。

六万年前，第一棵橄榄树扎根在了希腊的土壤，
农家女子悉心照料，培育出大名鼎鼎的“地中海甘
露”。每年初冬，一双双勤劳的手，紧紧握住那些尊
贵的油橄榄。不是想烹饪美食吗，不是想青春常驻
吗，不是期待“寿比南山”吗⋯⋯唯有万紫千红的梦
想存活着，每一种生命才能闪耀出最动人的光彩。

原来，有些美好妙曼的东西，注定为不同使命悄
然而至，就像“地中海甘露”，又像母亲墙垣边的这
丛金银花。显然，儿女的茶杯，并非金银花梦中的归
宿。姑且让它们随心所欲地摇曳吧，不管出于哪种心
思，都掩藏不住它们与众不同的姿容与神态。

（一）

龙——中国的图腾。
龙 的 优 势 在 于 腰 。 腾 、

转、挪、闪，全靠腰的功力。
掌握和支撑庞大的身躯也仰仗
腰。一个人，如果断了双腿，
有轮椅代步。断了双臂，用脚
写字。腰椎一断，灵魂顿失，
不死也废。

腰 支 撑 的 不 仅 是 人 的 躯
体，还有人的精神和尊严。

（二）

龟——动作缓慢，且经常
露着眼睛缩着脖子，有东西一
碰，立刻将头闪电般地缩进自
己的硬壳里。

龟，小心翼翼，总是进慢缩
快。慢是为了缩，动作太快就会
缩不及。此物被奉为智慧和长寿
的象征。它的智慧在于缩，能长
寿的原因，也因为会缩。

缩 是 防 ， 是 养 ， 是 暗 笑 ，
是“无为而无不为”。

狂 躁 的 寿 命 只 有 几 十 年

的 人 ， 却 骂 它 为 “ 缩 头 乌
龟”。岂知它这一缩，就缩成
了 “ 千 年 的 王 八 万 年 的 龟 ”。
可 惜 ， 人 类 文 明 的 历 史 才 不
过 几 千 年 ， 龟 才 是 历 史 的 吉
祥物。

（三）

鹤——吃得很少，从不吃
饱，经常是空腹。

正因鹤永远空腹，才飞得
起，飞得高，能以高空为家。
人云：天是鹤家乡，野鹤如闲
云。空腹，头脑就清醒，不忘
追求。

人的拖累就是肚囊，一辈
子为肚子忙乎，肚子塞饱了又
会犯困。待到大腹便便，方知
肚 囊 的 累 赘 。 甚 至 到 人 死 之
后，肚子还是个“垃圾桶”，鼓
胀得很高。空腹诞生的时候，
那么可爱；满腹告别世界的时
候，居然那么丑陋。

（四）

俄罗斯大马戏团的驯虎员

贝尔纳，排练了一个“老虎和
人相爱”的节目，久而久之，
忠诚而单纯的雌虎苏尔塔娜爱
上了驯虎员。每当这个节目一
开始，贝尔纳无须用鞭子，雌
虎就表现得缠绵妩媚，柔情万
种，激动得观众掌声不断，如
痴如醉。

一次，在斯德哥尔摩表演
时，体重 320 公斤、曾咬死过
驯 兽 员 的 雄 虎 雷 克 斯 失 去 控
制 ， 它 怒 不 可 遏 地 扑 倒 贝 尔
纳。就在贝尔纳快要被撕碎的
时候，雌虎苏尔塔娜扑过来，
和身躯庞大凶猛的雄虎打在一
起，最后，终因不敌，被活活
咬死了。

雌虎不惜自身性命，救下
来驯虎员贝尔纳，由此可见动
物是有感情的。当今社会，有
些人冷血无情，在某种程度上
还不如一只动物。

（五）

居住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
斯图尔迪夫妇，收留了一只在

他 们 花 园 里 吃 浆 果 的 雌 鸸 鹋
鸟。可能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此鸟每天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
们 ， 并 从 喉 头 发 出 怪 异 的 声
音，像是歌唱，又像是求偶，
这种做法令斯图尔迪夫妇惊慌
不已。

他们向天鸣枪，试图吓走
“ 鸟 小 姐 ”， 但 雌 鸸 鹋 不 为 所
动 ， 照 样 追 随 着 他 们 歌 唱 不
已。斯图尔迪只得打电话向动
物管理部门求助。据动物管理
部门的人讲，这只雌鸟，显然
是喜欢上了男主人。

当 然 ， 这 只 是 人 类 的 解
释，纯属一面之词，而且，还
属于典型的“叶公好龙”。向大
鸟表示友好在前，当大鸟回报
他们的好意时，人们又惊恐万
状。怎知雌鸸鹋就是爱上了男
主 人 ， 而 不 是 向 他 表 示 友 好
呢？人类一听到“雌的”，就很
容易联想到性，联想到爱，可
谓以小人之心度大鸟之腹。还
说明，人类家庭已经脆弱到怕
一只大鸟插足。

据史料记载，孔子带弟子
子路周游列国时，途中发现一
块破烂的马蹄铁，就让子路捡
起来。不料，子路懒得弯腰，
假装没听见。孔子没说什么，
自己弯腰捡起了马蹄铁，用它
在铁匠那儿换来三文钱，又用
这钱买了十七八颗樱桃。

出 城 之 后 ， 二 人 继 续 前
行，经过的都是茫茫荒野。坐
在牛背上的孔子，猜到子路渴得
厉害，就把藏在袖子里的樱桃悄
悄地掉出一颗。子路一见，赶紧
捡起来吃。孔子边走边丢，子路
也狼狈地弯了十七八次腰。最
后，孔子笑着对子路说：要是你
刚才弯一次腰，就不会在后来
没完没了地弯腰了。

看来，小事不干，将来就

会在更小的事情上，不厌其烦
地操劳。

法 国 著 名 画 家 亨 利 · 卢
梭，小时候生活在法国西北部
的 拉 瓦 尔 市 ， 父 亲 是 一 名 铁
匠 。 父 亲 希 望 儿 子 能 成 为 一
个 合 格 的 接 班 人 ， 便 经 常 传
授 他 一 些 打 铁 的 知 识 。 很 遗
憾 ， 年 轻 的 卢 梭 真 正 喜 欢 的
却 是 作 画 ， 而 并 非 叮 叮 当 当
地打铁。

放学回家之后，他几乎满
脑子都想着绘画，即便给父亲
做帮手的时候，也琢磨着怎样
把飞溅的火星画出来，或想着
怎样把客户的笑容画出来。为
此，卢梭耽搁过父亲安排下来
的许多要事。

有一次，卢梭因为绘画忘

了给火炉加煤，等父亲回来以
后，炉火已经熄灭了，父亲大发
雷霆，把卢梭的画笔和画纸都扔
进了门口的玉米地里。想不到，
卢梭既没有哭，也没有喊，只
在 完 成 了 父 亲 安 排 的 任 务 之
后，悄悄地跑到外面，弯腰捡
起了画笔和纸张。

毕 业 后 ， 为 了 糊
口 ， 卢 梭 成 了 一 名 乐
团 小 提 琴 手 。 虽 然 ，
他 的 小 提 琴 拉 得 不
错 ， 但 是 ， 他 更 喜 欢 绘 画 ，
只 要 一 有 时 间 ， 就 会 拿 出 画
笔 和 画 纸 。 时 间 一 长 ， 乐 团
老 板 终 于 发 火 了 ， 把 他 的 画
作 和 画 笔 统 统 扔 进 了 垃 圾
箱 ， 还 警 告 他 ， 如 果 再 画 画
儿 ， 立 刻 就 解 雇 他 。 卢 梭 没

有 争 辩 什 么 ， 只 是 在 老 板 离
开 之 后 ， 弯 腰 从 垃 圾 箱 里 把
画笔捡了出来⋯⋯

几年后，出现了一个偶然
的机会。卢梭进入了巴黎海关
工 作 ， 还 拥 有 了 自 己 的 办 公
室。卢梭简直如鱼得水，把办
公 室 当 成 了 钟 爱 的 画 室 。 最

终 ， 他 的 上 司 忍 无 可
忍，把卢梭的画笔、画
纸全都扔进了垃圾箱，
并 解 雇 了 他 。 尽 管 如

此，卢梭同样没有解释，也没
有央求，而是再一次弯腰，从
垃圾箱里捡起了自己的画笔，
离开了办公室。

卢 梭 先 生 虽 然 失 去 了 工
作，却拥有了更加自由的创作
空间。两年后，卢梭先生举办

了平生的第一次画展，所有的
参观者都被他的画作打动了，
亨利·卢梭这个名字也一夜之
间 街 知 巷 闻 。 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亨利·卢梭最终成为了法
国卓有成就的大画家。

显然，上述故事更新了人
们对于弯腰的认识，同时，也是
一种智慧的显现。人生，就像是
在大海中航行，也像是在大路上
奔跑。面对矮小狭窄的人生之
门，就要学会弯腰，才能进入辉
煌的殿堂。毕竟，弯腰后的前
方，也许是一条通向成功的大
路。弯腰，恰是一种收获、一
种成功，而并非完全是懦弱、
没有骨气。毋庸置疑，毫无怨
言地弯腰，瞬间开辟了更大的
智慧。

在日本东京都葛饰区，有一家不起眼的“内山果
子店”。这家店从外面看起来很破旧、衰败，毫无生
气。进得屋里，光线也很昏暗，陈设也极其简单，里
面小而窄的柜台上，只陈列着几包香烟，再无其他商
品。倒是店主内山先生笑容可掬，令人感到很亲切。

掐指算来，内山先生经营这家小店已经达半个
世纪之久了。刚开业的时候，内山先生还是满头青
丝，腰身也很挺拔，他生机勃勃，看起来就像富士
山下的一棵白杨树；现在，他已是白发苍苍，腰身
佝偻，皱纹爬满了脸颊。现在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按说这个年龄，本来应该回家颐养天年，想不到，
内山先生仍然不辞辛苦，每天坚持在日出前开门，
日落时关门。

内山先生有一个儿子，事业有成，在名古屋有很
大的产业。他的儿子一直不放心老父亲一个人住在东
京，早打算要接他到名古屋与自己同住。而内山先生
也正想关闭小店与儿子团聚。可是，一场意外，完全
破坏了他们父子的计划。

两年前，一个黄昏，有位顾客来到内山果子店，
购买了一些烟酒，付过款之后就匆匆离去了。当内山
先生发现这位顾客把包落在店里，就赶紧追了出去，
可哪里还有这位顾客的影子呢？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内山先生的眉头紧锁了
起来。

无奈之下，内山先生只好暂时收起了关闭小店的
念头，继续营业。他想：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位顾客
想起把包遗落在这里，会回来拿包的。如果把店关
了，就再也找不到这位顾客了。于是，他只好默默地
坚持下去。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老态龙钟的内山先生还在痴
痴地等待包的主人。也许，他会一直等下去，直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

内山先生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把店开下去，与其说
是为了等候包的主人，还不如说他是在守护人与人之
间那种最难得最宝贵的诚信。

诚信，就像心灵的钻石。诚信的光芒永远不会被
岁月的风尘掩埋，不会被世俗的烟火熏染。即使历尽
人世沧桑，但是这种美德总会让人变得无比高贵，总
会让平凡的心灵，也如珍贵的钻石一样，璀璨夺目，
熠熠生辉。

心灵的钻石
□张燕峰

一说“叠内务”，许多人搞
不清什么意思。其实，不过属于
部队内部的一种说法，换成平常
话，等于“叠被子”。尽管正规
条令当中没这么写过，毕竟大家
一口气叫了下来，至于谁先叫开
的，什么时间开始叫的，没人较
真。已经几十年了，都变成“老
兵术语”了。

“叠内务”，每一回都称得起
新兵入营第一堂课。那些年轻的
新兵走进宿舍，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床上方方正正的“内务”。
于是，个个儿露出好奇、夸张的
神情，跟着老兵们小心翼翼地学
起来。

作为部队最基层的干部，每
位班长都会借机教新兵“叠内
务”，五花八门的动作要领，一
丝一毫也不能出错。新兵最紧要

的一步，就是管好自己，哪怕日
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望着班长的动作，新兵们马
上铺展开被子，迫不及待地在床
上演练起来。可即使累得满头大
汗，手下的“内务”还是不像豆
腐块，反倒跟一个又乱又散的鸡
窝差不多。想不到，担任教师的
班长倒不急，他耐心地给新兵们
讲解示范。毕竟，他心里有底
儿，“叠内务”可不是说两遍就
能让人学会的事。

两三天后，如果哪位新兵的
“内务”还没有长进，班长说话
就开始携风带雨了。要知道，班
长们从基层成长起来，确实有的
是办法，有的是策略。比如，支
起两面小红旗，每天摆在叠得最
优秀士兵的“内务”上。每天的
班务会刚刚开始，班长一定毫不

犹豫，对他们大加表扬。看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这么一
来，个别“内务”较差的新兵
们，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们年轻
气盛，总会深感羞愧。接下来，
定会咬着牙、憋住气，一步一步
地练习下去。看来，“内务”都
这么较劲儿，更严格的事，还能
做不好吗？

部队里一般是早晨六点起
床，六点半出操，七点整理“内
务”，七点半才正式开饭。有的
新兵为了把“内务”打理得干
净、漂亮，居然赶到五点之前，
就悄悄地起床“叠内务”。每一
条被子都很大，可惜，每张床却
很窄小。新兵们干脆就跪在地
上，摸黑儿折腾。就这么奇怪，
宿舍当中，既不开灯，也没人说
话，唯独棉被铺展的声息很大。

那么，当家主事的班长呢，当然
听得一清二楚，他只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装睡。要知道，连队里
动不动就搞“内务评比”。常言
道：长江后浪推前浪，雏凤清于
老凤声。其实，年轻人个个儿都
想把每一件事做得干净利落。班
长这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自然
也想事事争先，每次被褒扬。恐
怕，这也是他每天早晨故意装睡
的暗中玄机吧。

俗话说：当兵越当越老，经
验越积越多。新兵们“叠内务”
的本领渐渐炉火纯青。一年之
后，又一茬新兵瞪着一双懵懂而
好奇的眼睛，来到了绿色军营。
日渐熟练的老兵们，也会和新兵
们结成对子，就像去年那样，
一丝不苟地传授“叠内务”的
星星点点。望着新兵们初到军

营时笨拙的样子，老兵们就情
不 自 禁 地 回 想 起 一 年 前 的 自
己，更回忆起了一年来许许多多
动人的故事⋯⋯

其实，“叠内务”已经成为士
兵们的习惯甚至享受。无论外出
训练，还是执行任务，哪怕环境再
差，他们也要把“内务”叠得整整
齐齐。他们叠的并非棉被床单，而
是裁剪如刀的思想、一丝不苟的
人性。这种极为严谨的习惯，居然
会踏踏实实地延续很多年。

有段时间，曾有人质疑“叠
内务”那些趣闻。细想不难发
现，每支队伍，每位士兵，都能
把一条软绵绵的棉被，叠得犹如
钢铁那样有形有状。在这磨炼修
养的过程中，是否已为人民子弟
兵注入了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精
气神呢？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首最喜爱
的歌曲，当自己怀着美好心情哼
唱时，它像蝴蝶一样飞进窗口，
又像泉水一样流入心田。这些动
听的音符背后，演绎着一个个神
奇而有趣的故事。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被誉
为“奥地利第二国歌”，是作曲
家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
代表作。然而，这首“此曲只应
天上有”的圆舞曲，当年却差点
被保姆洗掉。在这首曲子创作期
间，小约翰·施特劳斯先生回家
时，换下了一件脏衬衣。妻子发
现衬衣的衣袖上写满了五线谱。
她知道，这是丈夫灵感突现时记
录下来的，便将衬衣放在一边。
她离开后，保姆却把衬衣连同其
他脏衣服一起取走了。当她心急
如焚地找到保姆时，保姆正要把
那件衬衣丢入盛满肥皂水的桶
里。她急忙抓住保姆的手臂，抢

过了那件脏衬衣，挽救了衣袖上
的珍贵乐谱，也挽救了这首不朽
的世界名曲。

文艺创作离不开灵感。灵感
具有偶发性，没有人能够意识到
它何时降临，这就需要天才的艺
术家及时捕捉，甚至不惜达到痴
迷的境界。

有一次，德国音乐家贝多芬
到饭馆用餐，点菜后，他突发灵
感，顺手抓起餐桌上的菜谱，在
背面作起曲来，完全沉浸在优美
的旋律中。看着贝多芬十分投
入，服务员不敢打扰，准备过一
会儿再给他上菜。大约一个小时
过去了，服务员来到贝多芬身边
问：“先生，上菜吗？”

贝多芬如梦初醒，立即拿钱
结账。

服务员哭笑不得，说：“先
生，您还没吃饭呢。”

“不，我确实已经吃过了。”

贝多芬根本听不进服务员的解
释，按菜单上的标价付了款，卷
起写满音符的菜谱，兴奋地冲出
了饭馆。

文艺创作中的灵感，是潜藏
在心灵深处的高级思维，也是经
过反复思考，遇到偶然因素的激
发，突然闪现出来的一种

“顿悟”。
意 大 利 作 曲 家 居 塞

比·塔蒂尼多日构思一首
曲子，但始终写不出来。后来，
他在梦境中捕捉到了灵感。睡梦
中，他把小提琴交给了一个魔
鬼，魔鬼为他演奏了一曲动听的
乐章。醒后，他立刻根据梦中魔
鬼的演奏谱写了一首作品，也就
是赫赫有名的小提琴协奏曲 《魔
鬼的颤音》。

1949 年 10 月 1 日，作曲家
王莘看到开国大典欢腾的场面，
一种音乐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他要创作一首歌颂新中国的歌
曲。可惜，一连写了六首，感觉
都不理想。第二年国庆节前夕，
他出差到北京购买乐器，路过长
安街时，看到金色的晚霞笼罩着
天安门广场，鲜红的国旗高高飘
扬。他灵感突现，词曲立刻脱口

而出：“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
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因为

双手提着乐器，他无法将词曲记
录下来，于是，反复地大声唱着，
走向火车站。上车后，他撕开香烟
盒，在背面记下了前四句。随着滚
动的车轮，看着车窗外的大好河
山，优美的词曲如潮水般奔涌出
来：“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
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唱
祖国》 就这样诞生了。

20 世纪 50 年代，电影 《上
甘岭》 摄制完成，可是，影片插

曲却还没有着落，这可急坏了导
演沙蒙。词作家乔羽接到任务后
立即投入了创作。可当他提起笔
来，就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思
路。正当他万分苦恼时，突然，
记忆当中闪现出长江两岸的美丽
风光，创作灵感终于捕捉到了：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流畅欢快的歌词，随
即顺着乔羽先生的笔端，尽情流
淌在稿纸上。

看来，艺术灵感一旦涌现，
就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奇妙的构思，流畅的语言，优美的
旋律，一股脑儿涌现出来了。要
不，普希金怎么会说：“灵感冲动
的一刹那，我那流传百世的作品
便一挥而就了。”钱学森先生也把
灵感称为“创造思维”。对每一位
艺术家来说，留心生活，体验生
活，再加上个人的聪明才智，灵
感的火花就不会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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