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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兄

如果你看到过非洲大草原上狮子猎杀猛兽非
洲水牛的场景，你就不得不佩服狮子的过人智慧。

非洲水牛是非洲草原上体型最大、性情凶猛
的动物之一，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武器装备也十
分精良。那一对犀利无比的弯角，是草原战争的

“撒手锏”，只要被挑上一角，不死也得残废。
非洲水牛奔跑起来，时速可达57公里。数百

上千头的庞大家族，奔跑在非洲大草原上，就像装
甲车队在奔驰。

动物世界里的事，原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样。即使你个头大、武器好、牛数多，还很会跑，
那也不一定就有胜算，一不留神就成了人家的盘
中餐。

非洲狮子的个头要比非洲水牛大很多，一般
的狮群也就几头狮子。狮子还有一个弱点：因为
心脏比较小，耐力不足，不善长途奔袭。可是，狮
子总是觊觎着比自己强大的水牛，美餐的诱惑难
以抵御。

在非洲草原的动物世界里，每天都在上演着
血腥杀戮事件。一群数百头的非洲水牛，正在悠
闲地吃着草。这时，5头狮子，正躲在 5个不同地
方的草丛中，悄悄地向牛群逼近，逐步形成一个半
圆形的包围圈。

随后，一头狮子抬起头，大摇大摆地向非洲水
牛群走去，步伐也由慢到快。惊慌失措的非洲水
牛群，一见狮子就如临大敌，集体狂奔。

这时，狮群才集体发起最后的冲锋。很快，跑
在最前面的一头狮子，扑到一头水牛的后背上；紧
接着，另外4头又是扑又是咬的，紧紧地缠住这头
水牛。

水牛左冲右突，狂怒地回头迎击狮群。眼看
着水牛群渐离渐远，一拳难敌数手。孤零零的一
头水牛，被5头狮子搞得精疲力尽，没多久就被咬
住喉管，压倒在地上，直至断气。

从这场杀戮上，可以看出狮子打的是心理战。
首先，让对手放松警惕。非洲狮子为了守候

猎物，可以躲在草丛中细心观察几个小时而一动
不动，直到猎物失去警觉，才突然使出惊人的爆发
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疯狂地扑向猎物。

其二是让对手惊慌失措。狮子捕猎之前，都
会先观察猎物周边的地形环境；在进攻之前，会摆
好战阵，有利于攻击。

然后，故意暴露自己，让对手乱了阵脚，惊慌
逃命，从中捕捉机会。最后，激怒对手，让其脱离
集体，便于猎杀。

我想狮子智慧的精髓，还在于团队的精诚合
作。每头狮子对付猎物的哪个部位，都有严密的
分工，而且相互配合、相互支援。

为了不让负责咬喉管的狮子受牛角的攻击，
后面的狮子会死死趴在牛背上，使水牛首尾不相
顾，而给同伴创造机会；直到水牛被咬住喉管，并
被翻倒在地，咬喉管的狮子如果没有松口，其他的
狮子是绝不会松口的。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拼的不是体力，不是
人数，而是智慧。狮子猎杀非洲水牛的事实告诉
我们一个真理：团队精诚协作，才是制胜的法宝。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又是
一季春来，风和日暖山水醒，草长莺飞
万物生。

水仙花按捺不住地张望，紫花地
丁羞涩地如约而来，连翘迎春翘首企
盼——一阵风一阵雨一缕光，春天款
步而来。她似仙子，飘飘衣袂轻抚刚
探出嫩芽的小草，安抚了其内心小小
的慌张；缕缕发丝拂过枝丫上刚刚冒
出的花苞，舒缓了她们心中微微的局
促。于是嫩绿的草芽酝酿出五彩的花
蕾，带给大地无限惊喜；于是杏花、梨
花、桃花、海棠花争相绽放，带给河山
无限锦绣。都说春天的花是冬天的
梦，那么，是谁悄无声息地唤醒了这繁
花似锦的梦境，引来了一季的馥郁？

我想，首先是雨，一年中最好的
雨。这是一场下对时候的雨，小芽
正要舒展，小苗正想拔高，干渴的大
树晃动着枝丫，枯燥的风、卷起的沙
都渴望被滋润。这时候，春雨来了，
淅淅沥沥，完全消融了冬日的肃
杀。空气变得柔情了，每一口呼吸
都让人觉得意味深长。春雨不急，
她细细绵绵，吴侬软语般轻唤，泥土
酥软了，种子未曾被惊扰就悄然睁
开了惺忪睡眼，开始长啊长，一心想
去看一看是谁的声音如此动听；春
雨不燥，她轻轻地落，慢慢地停，叶
子不会被打搅，却在不知不觉间就
焕然一新；春雨不吝，她化点化线化
涟漪，义无反顾地坠入凡尘，链接了
世间所有的际遇——大地也在不知
不觉中重获了气力，山河充实了胸
怀，荒野有了新的希冀。你看小芽
抬起了头，小苗挺直了腰，叶片舒展
开志向，大树把握住远方……春雨
不曾鼓励，大自然却因她而充满自

信。春雨用她无声却有力的爱，扬
起了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也许先来的是风。忽而春风，为
所有美好的开始。暄风如约而至，吹
暖每一个角落，催开了花，吹绿了草，
温润了水。万物随风而醒，古老的榕
树卸掉一身厚重的枷锁，萌生的新芽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是一夜间，
那些曾经记录岁月的枯黄都不知去了
何方，星星点点的绿意打开了自然画
册的新篇章。此时，万物随风而生，完
全甩去了对未知的惶恐，它们相信春
风会为自己安顿好一切，会给所有友
人带来美好的希冀。正所谓一缕春风
慰情深，他并不张扬，也不会花言巧
语，只是默默地卷走一切阴霾，吹散一
切暗淡，于是春风吹过的地方开始缓
存各种温柔与可爱，一切都和煦起
来。春天之所以美好，是风用了心，见
过花开的人都会懂春风的温柔。

春阳熙暖，明晃晃的光折射出许
多笑脸。当第一缕春光带着 22摄氏
度的温暖穿过云层，冰雪开始消融，冰
雪精灵们也以一种向上的姿态奔赴无
尽苍穹，化作春日里最绵软的云朵，再
等待以另一种形态回归大自然母亲的
怀抱。天气一天暖似一天，群山在春
光中醒来了，她开始梳妆打扮起来；溪
流在春光中醒来了，她开始唱起欢快
的歌；于是窗外的风景被绿色填满，大
地也被小草宠溺得柔软，日子一寸一
寸都充满惊喜。摇摇晃晃的春光下，
人间浪漫，世事温良。

哪个生命不想在春天里长大，哪
个生命在春天里不会长大？春天撑得
住盛情，拖得住苦难。她足够博大、通
达，她深爱着大地，宠溺着万物。有春
天在，就有无数种可能。

逢春时节，生命勃发的力量也随
着春意涌动，柳叶在微风中摇摆，让人
心旷神怡，仿佛无声的呼唤。春天漫
步，美不胜收，必是要去有植物的地
方，赏花、拍花，静静地看一片花叶，感
受大自然的气息。

我喜欢去植物园，每个城市里都
会有的、闹市当中的幽静好去处。上
次去植物园还是冬天，感叹冬日里植
物顽强的生命力，没想到三个月之后
再次入园，已是满园春色与生机了。

植物园里花事繁茂，装满了春天
靓丽的样子。看那杏花吐蕊，金黄色
的花蕊凝香，香气实在是清幽，美妙得
仿佛内心关不住的歌声飘漫出来。

也不一定要去植物园，任何一个
栽培得当、打理细致的植物角落，都能
给人足够的欣赏空间。

出家门南行百米，便是一个小广
场。这里是一个单位的“后花园”，有健
身器械，有篮球架，四周是植物带，花草
繁盛。在这里经常遇见一位园艺师，熟
悉之后便饶有兴趣地与他聊天。他告
诉我一个月工资两千块钱，每天工作三
个小时，我便发自肺腑地羡慕。

羡慕他整日里与植物们在一起，
享受阳光抚慰，聆听天空鸟鸣；用双手
去劳动，栽花种草、松土、修剪、浇水，
有时候也会给那些娇弱的植物输营养
液。植物们也很有灵性，你对它好，它
们便会用郁郁葱葱的长势来回报你。

喜欢植物这件事是从幼年时开始
的。奶奶家有院子，前院花草后院蔬
菜，房间里也是各种观赏植物。我经

常惊讶它们美得不知真假，必要用手
摸摸。

奶奶非常有耐心地告诉我哪个是
兰花、菊花、月季，早春之际便“迫不及
待”地领着我去外面识花：梅花花期
早；桃花两花夹一叶；樱花花瓣有缺
口；杏花花萼向后折；李花和叶子一起
开；梨花花期较晚。

犹记几年前那次“烟花三月下扬
州”，漫步在街头，春风劲吹，杨柳吐
绿，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江南
水乡的万千风情。印象深刻的是我从
未见过那么美的玉兰花，有白、黄、紫
红等多种颜色，与翠竹、灰墙相衬，尽
展优雅。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一年
四季，春天似乎转瞬即逝。花间陌上，
稍不留神，便落英缤纷。抓紧时间
吧！去远处的森林公园或小山，一步
一台阶，慢慢走，慢慢看。有指示牌显
示负氧离子的数值很高，这都是植物
们的慷慨恩赐，身在其中，光是呼吸就
让你充满了元气，所以大自然是人类
的“清肺机”。

到了山顶，已是午间时分，气温不
断升高，居然有了小初夏的感觉。放
眼望去，植物与花草开得闹腾喜人，它
们由你的眼走进你的心。你看到的是
美好、蓬勃和生机，收获的是惬意、愉
悦和对生命满满的热爱。

在春天里漫步，一定要去有植物
的地方，向植物靠近，抬头便是绿，低
头就有花，视觉都变得饱满烂漫了，对
美的感知会更深。

张子瑜

2021年底，安海龙山寺片区动迁，我家老屋海
滨里11号也在拆迁范围内。遇到熟人，他们都在恭
喜我，也许大家认为拆迁可以让财富增值，享受祖辈
父辈积累所带来的回报。可是，我的心情却很沉
重。这座承载着我们一家人酸甜苦辣的石头房子，
即将被挖掘机推倒，从此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
内心难以割舍。

清理老屋物件的时候，我发现先父的一个笔记
本。父亲隽秀的字迹，记载着房子建造的时间、花
费的资金、亲友的帮助，以及建房过程中遇到的一
些烦心事。仔细阅读着每一页的记录，字里行间
蕴含着父亲建造房子的艰辛付出，也感受到亲友
的关爱相助。

笔记本记载：“1979年11月23日上午，增师、振
声、启木量地画线；24日开基；25日增师测水平，继
续开基。12月7日基到地牛，8日暂停。”增师，名叫
颜期增，泥水师傅，当时以善砌红砖灶台而闻名安
海；振声，姓颜，父亲挚友，帮忙申请到建房用地；启
木，姓陈，父亲朋友，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房
子由他设计真是大材小用了。房子按照三层楼房的
受力要求，打好了地基，父亲希望以后能把房子建到
三层。可是，直至房子被拆除，它一直只是平屋。

闽南人称“起厝”为“建业”，可见其实属不易。
起厝不仅要具备物质条件，而且要经受方方面面的
折腾。当时父母亲建房子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孩子们渐渐长大，建房迫在眼前。虽然他们的工资
不低，但要“起厝”还实在勉为其难。况且是双职工
家庭，大人工作太忙，孩子们尚小，父母要拨出时间
和精力应对诸多杂事难事，实在“压力山大”。父亲
的笔记本，洋溢着海内外至亲的爱、各位好友的情。
他们帮忙处理各种事务，为房子添砖加瓦，才使房子
好不容易建起来。

“借孙先生杉12支”，这是笔记本记载的处理建
材短缺之事。当时闽南建屋大都使用砖石杉木材
料，上世纪70年代木材短缺，购买困难，故而尽量少
用木材。房子五房两厅一走廊，除了门窗及其中两
个房间的屋顶以杉木为材料，其余大部分为石头打
造。地基是大块角石填起来的，墙壁是方垛（条石）
砌成的，屋顶用板棚（石板）搭盖，门框窗框也是石头
造的。星塔老朋友孙先生热心助人，把自己将要建
房子的12支杉木慷慨地先借出，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年半的施工，房子终于完工。1981年
“五一”节，我们乔迁新居。搬家的时候，我还在大学
念书。7月初放暑假，我回安海即喜奔新巢。

从大杂院拥挤的老屋升级到宽敞明亮的新厝，
兄弟姐妹终于各自有了自己的房间，真有点奢侈。
房间里再也无须“搭铺”，床底再也不必塞满杂物；妹
妹也不必再每晚从大巷顶走到水关口，去和外婆挤
一张床；卫生间虽然简陋，但再也不必去外面上公
厕。独门独院，十分幽静，石埕里种了花花草草，瓜
棚下挂满了丝瓜冬瓜。冬日赏绽放枝头的黄色蜡
梅，夏夜闻飘满小院的夜合花香，小日子简单温馨而
充满希望。

石头房子见证了我家的红事白事、生老病死。
父母为我们兄弟姐妹在石头房子里举办了婚礼，完
成了他们“嫁子娶新妇”的重任；子女侄甥在石头房
子里生长，石头房子有他们童年美好的记忆；后来父
亲也在石头屋大厅里寿终正寝，安详地走向天堂。

搬离海滨里11号石头房子至今已经20年有余，
房子也已经老旧，再加上长年出租给外地打工者，更
显破旧狼藉。腾空房子时，我小心翼翼地从墙上取
下父亲的遗像，妻子伤感地对父亲说：“爸，您辛辛苦
苦建起来的房子要拆掉了，这里不能待了，今天送您
到老家旧厝，您和您的父母哥嫂在一起，会更热闹
的。”正直、真诚、善良、无私，生前一直为我们负重前
行的父亲一定听得到的。

捧着父亲的遗像走出屋门，在小巷里遇到隔壁
老颜。老颜是位好邻居，古道热肠，乐于助人。记得
父亲弥留之际，老颜对我说：“老人家如果半夜里告
急，一定把我叫起来。”父亲是在半夜走的，我在半夜
里去敲老颜的门，他急急过来帮忙。父亲是一个重
情义的人，冥冥之中他是在和这位老邻居作最后的
告别。

腾空房子后，我在搬走的一大堆物件中寻寻觅
觅，意外发现一张“海滨里 11号”的门牌，我把它珍
藏在书柜里。可是，它是旧版门牌，没有二维码，我
还能找到老屋的位置吗？

子安

穿过那条蜿蜒的小路，尽头便是
一座孤寂的老屋。我熟悉这座老屋，
熟悉它的每一寸墙壁、每一片砖瓦。
那些脱落的墙皮，像岁月的痕迹，静静
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屋檐下青藤缠
绕，仿佛是时间的诗篇，记录着过去的
温度。

然而，我知道，这座老屋，终究是
要倒塌的。它已经承受了太多的风
雨、太多的岁月。它的木梁已经弯曲，
砖瓦间长满了荒草，它已经无法再承
受任何的负担。

我站在老屋前，望着那曾经庇护
我成长的房屋，心中充满了感慨。看
着这座老屋，我不禁想起了我生命中
的重要时刻，那些曾经陪伴我走过的
人和事。我想起了和伙伴们在屋前的
空地上玩耍的日子，那些无忧无虑的
时光；我想起了父母在厨房里忙碌的
身影，那些温馨的瞬间。

这座老屋是我儿时的乐园，是我
成长的见证。我记得那些春日的午
后，阳光穿过斑驳的墙皮，洒在我身上
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明亮了
起来。我会在那里追逐着蝴蝶，寻找
着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秘密。我还记得
那些冬日的夜晚，炉火在角落里噼啪
作响，母亲忙碌的身影在炉火旁忽明
忽暗，她的呼唤声和父亲的低笑声交
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

老屋的厨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
一。那里有我最爱的糖醋排骨和妈妈
亲手做的面食。每当妈妈在厨房里忙
碌时，我就会在一旁帮忙打下手，虽然
我经常帮倒忙。那时候的我，总是充
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我会尝试着
模仿妈妈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切菜、搅
拌、烹饪。虽然有时候会弄得满身是
油渍和面粉，但那种成就感让我感到
无比快乐。

老屋的院子里有一棵大龙眼树，
那是我们夏天乘凉的最佳地点。我们
会在树下摆上小桌子和椅子，一边品
尝着妈妈切的西瓜，一边听着蝉鸣和
鸟叫。那时候的我，总是无忧无虑的，
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的。

这座老屋，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静
静地讲述着岁月的沧桑。我看着它一
点点地倒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
绪。它倒塌了，我心中的一些记忆也
消失了。那些温暖的瞬间、无忧无虑
的时光、美好的回忆都将在这一片废
墟中消逝。我感到惋惜，但又感到释
然。毕竟，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老屋的
倒塌是必然的。

看着眼前的废墟，我感到一种难
以名状的悲伤。那曾经的家、那曾经
的记忆，都在这一片废墟中灰飞烟
灭。但我也明白，这只是生命中的一
部分结束，新的开始已经在不远处等
待着我。

我离开老屋，走在小路上，一步步
地远离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我
回头望去，那座曾经的家已经消失在
视线中。我知道，我或许不会再回到
这个地方，但我知道，我会带着那些记
忆继续前行。因为这就是生活，这就
是成长。我们会经历失去、经历离别，
但这些经历也会让我们更加坚强、更
加成熟。我会带着这些记忆，继续前
行，寻找新的开始。因为我知道，无论
何时何地，只要我回头，那座倒塌的老
屋都会在记忆中永远屹立。

人到中年后，我常常因为路过一
个熟悉的地方，而不由自主地停下脚
步。看一眼，过往的生活，在眼前一幕
幕闪过。

每次，路过观音山写字楼时，我都
会抬眼看看它。这幢大楼承载着我最
初的梦想，那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
一个工作单位。那时候，我咬牙攒了
一个月工资买了人生第一辆电瓶车，
那时候的自己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
省吃俭用为的就是每天能更早地到公
司，更快地投入每天的工作。没错，我
刚工作不久，没什么工作经验，除了勤
快点没什么能让自己焦虑的心更快地
安静下来。路过那幢大楼，看见年轻
的身影进进出出，仿佛看到了多年前
的自己同样年轻的身姿。

每次路过自己读书的中学，我一
定会停下来，静静地回忆那段拼搏的
岁月。我在这读书读了6年，生活了6
年，我青葱岁月最美好的 6年回忆都
留在了学校。走进学校，熟悉的校园，
熟悉的教学楼还在！唯一消失的只有
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到了上学和放
学的时间，寂静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
来，学生们在校园里穿梭。曾几何时，

我也在这里面。很奇怪，在穿着一样
校服的少年之中，我总能看到自己曾
经的影子，因为在我的眼中，他们有独
特的光芒，就像曾经求知的我一样。
毕业之后，我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回学
校走走。读书时，盼着时间能快一点
过去，盼着自己能早一点长大，而今
天，我多么希望，我能有机会回到那6
年的某一天。

每次路过我住过的小区，都恍然
还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房子早卖了，
房价早翻了几倍了，兄弟们替我惋惜，
房子卖早了，损失了一大笔钱。我从
不后悔房子卖便宜了，我只是遗憾，我
再也回不到住在这里时，还只有二十
几岁的精力充沛的岁月；我只是遗憾，
我其实并没有好好珍惜那段时光。

路过那些我熟悉的地方、生活过
的地方、工作过的地方、留下过我深深
印记的地方，之所以会百感交集，是因
为，我路过的，是我的青春、我的岁月、
我人生的一部分。一旦它成为过去，
我就只能路过，绝无可能回到从前。

就像此后的某一天，我路过今天，
遇到自己，我才会发现，原来今天多么
美好，我岂能不好好度过，好好珍惜？

周分鸿

近日我与朋友到一家餐馆吃饭，点好菜下单
后，服务员将带来的一个沙漏娴熟地放在餐桌
上，我很是诧异。一旁的友人道出了其中的用
意：这是定时 20分钟的沙漏，如果餐馆没有在沙
漏完之前把菜上齐，则刚才点的菜全部免单。听
完朋友的介绍，店家的这种做法对我来说可谓

“姑娘上轿——头一回”，因此感到很新奇，也深
深地触动了我。

一个小小的沙漏记录的是时间，折射出来的
却是一种精神，一种顾客至上的精神，一种公平的
精神。可不是吗，眼前小小的沙漏在帮你打发时
间的同时，也给你吃了一颗定心丸。你可以安心
地品尝一碟碟的小菜或水果，不用操心什么时候
上菜，更不必担心店家没有按照顾客先来后到的
顺序上菜。即使超过了时间，相信你也一定能心
平气和、泰然处之，因为沙漏会为你买单，你将可
以享受“白吃的午餐”。

超过规定的时间免单，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傻事，店家为什么
要这么做呢？其实这里面，体现了店家的一种自
信，相信没有人会做稳赔的生意。对于老板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规定 20分钟内必须上完菜，并利
用沙漏巧妙地把时间观念植入人心，与其说是一
种服务承诺，倒不如说是老板用来管理员工的一
种手段。

沙漏里缓慢不间断流下来的沙，如同一把达
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员工头顶，使他们不得不时时
刻刻打起精神，不能偷懒。同时，沙漏也成了顾客
监督员工的有力物证，让自己能尽快吃到美味大
餐。事实证明，限时上菜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工
作效率，加大了客流量，而且增加了顾客与店家之
间的信任感，提高了店家的美誉度。因此，限时上
菜表面上看似作茧自缚，实则是一种聪明的行为，
是一种通过给自己设限，从而达到立己达人的目
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倡导。

给自己设限，你将能克服懒惰，做事减少拖
拉；遵循劳逸结合，健康不透支。给自己设个限其
实就是在给人生之旅买保险，安装导航，使你能当
好生命之舟的舵手，遵守规则、不迷路、平安到达
成功的彼岸。

凡事给自己设限，并不是画一个圈把自己困
住，而是对工作的负责，对生命的重视，是一把开
启美好生活的钥匙。

唤春来 蔡安阳

在春天里漫步 夏学军

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翁郑榕

难舍老屋

纪事

倒塌的老屋

心曲

给自己设限

智慧

感悟

春来，福到（木版年画） 蔡建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