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群涛
重温 《贞观长歌》，掩卷而扼腕叹息，仿佛穿

越时空，回到那个朝代，它的伟大不仅仅是经济的
强盛、政治的清明，而是创造伟大朝代的艰辛过
程，面对艰辛而百折不挠，面对危难而绝不退缩，
面对失败而不言放弃，面对冷箭而博爱包容。

北方颉利的二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李世民仅带
六名精英吓退二十万大军，这是冒险，但更是因为
背后有千千万万的大唐子民的力量。为了换大唐一
个和平发展的机会，他倾尽国库，远嫁公主，忍辱
负重，向北方强敌纳贡退步，这是害怕吗？不，这
是一个眼光高远的团队，敢于舍弃眼前名利，而换
来了大唐复兴的时间。犹记得李世民说：“朕决心
已定，明日就倾库藏全部财宝以退胡兵，在史书上
记下这么一笔，朕就无路可退，只能往前走下去，
直到让这个濒死的国家站起来！有这么个包袱压
着，这或许不是坏事，我只能设法做勾践了！”大
唐的鼎盛并非建立之初就鼎盛，而是经过难以想象
的艰难险阻、屈辱卑微、冰霜雪雨后才逐步强大
的。

《贞观长歌》 这本小说并没有把大量笔墨用在
一朝盛世的追怀上，还把大量的笔墨用于刻画爱情
以及君臣父女父子的关系。一个慈祥父亲对女儿安
康公主的那份爱，弥在心里，暖暖的！当要把最心
疼的女儿远嫁北方时，李世民一阵心酸，强忍悲

伤：“胡汉之间仇恨淤积太深，上天既然让你当公
主，你就必须承担这份责任，去化解这深深仇恨！
你流泪，天下人就少流血！”这是一个父亲慈爱而
又无奈的告白，走进李世民的心里，我切切地感受
到作为一个父亲，心里那种锥扎刀割般的痛。面对
最信任的朋友候君集的背叛，李世民选择了大爱与
包容：“君集，无论你有多深的怨恨，朕都希望你
把恨记在朕的头上，不要转嫁给天下苍生，让老百
姓过几天好日子吧。这锦绣江山有很大一块是你一
寸一寸打下来的呀！”面对这样心胸博大的君主，
有哪个做臣子的不动容？大唐的历史绝不是刀枪剑
戟、绝不是诗歌词赋，而是一个感天动地的君臣
史、朋友史、爱情史、家庭史。

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个个英雄犹如一颗颗璀璨
的珍珠。而李世民无疑是无数珍珠中最亮丽耀眼的
一颗。我崇拜英雄，也心驻英雄情结。时代不同
了，没有更多机会让你我成为英雄，但心中不能没
有英雄的血性、睿智、沉稳、坚毅、博大、仁爱、
包容，让这些细胞都注入我们的血液，奔涌不止！

英雄不一定惊天动地、不一定留名青史，敬业
与担当、责任与奉献都是英雄应有的元素，历史上
还一定有许许多多无名英雄，他们没有留下名字，
但也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所以，让我们做
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共同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
前吧！

向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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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香词韵诗香词韵

■■名家名作名家名作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她说：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使命，只是自己
不知道。爱，果然是一生的修行。年轻时候，我倾
诉；中年之后，我倾听。而给予，一直是双向的，
你们给过我耐心又给过我信任，正如我给过你们依
赖也给过你们温柔……

她是叶倾城，草长莺飞花儿开的季节，3月4日
上午，她将从武汉来到漯河，在新闻大厦三楼漯河日
报社多功能会议厅，做客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暨水
韵沙澧读书会，与漯河读者分享人到中年关于爱的感
悟和关于女人、孩子那些事儿……

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报名电话：：1378306510913783065109
报名微信报名微信：：siying_siying_289169909289169909

■张国绍
毛姐开药店，魏姐卖毛线，两个女人都

强势，都是女老板。
魏姐住三楼，毛姐住四楼，两家还是同

一单元的邻居。

毛姐找魏姐买毛线，魏姐二话不说，给
毛姐打了个九五折。

魏姐得了病，到毛姐的药店里寻医问
药，毛姐投桃报李，也给魏姐来了一个九五
折。

但是，毛线褪色。
毛姐打毛线的时候，把两只手搞得五颜

六色。
毛线很贵，是高档货。当初魏姐曾拍着

胸口打保票，一不起球，二不褪色。

毛姐找上门，要求退货，魏姐不退，两
个女强人便撕破了脸。从店铺开始骂，一路
骂到家，一连骂了七八天……

两家伤了和气，魏姐又买药时，只好另
寻别家。

然而，一模一样的药，一分钱的折都没
打，比毛姐那里还便宜好多。

魏姐拎着药，找毛姐讨公道。
魏姐说，我给了你一个初一，你还了我

一个十五，扯平了啊！……

杀 熟

■张翠华
将粉色格子布被单包裹着的被子搁在墨

绿色的铁栏杆上，站在七月漯河火车站火热
的夏天的，焦急地等待有人来接我们。我们
一行四人，从郑州大学毕业乘同一趟火车归
来，到达同一个城市漯河，我至今仍能嗅出
二十八年前走出漯河火车站时眼前一片茫然
的无奈气息。

终于通过公用电话联系上同学的朋友。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手机的生活该如
何联络，那时，我们都没有手机，只有通过
公用电话进行联系。

背着包裹从火车站顺着马路街一路向西
走，这是一条我相对熟悉的路，小时候第一
次来漯河时就是到的马路街。它是漯河最早
的一条商业街道，也是最繁华的商业街，我
无数次地听来过漯河的人说起它，对它仰慕
已久，它早已成为繁华漯河的象征性街道在
我童年的心灵中显得相当神圣。

我们走进挂着单位牌子的马路街南面的
一个院子。跨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走在煤
渣铺就的小路上，望着路两旁低矮的深灰色
瓦房，心中惊诧城市中也有这么破旧的地
方。眼前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是这个院落
最新的建筑，同学的朋友在这幢办公楼上分
得一间屋子。

几个月后，再一次走进这个院子、上这
幢楼，又一次暗自惊诧——又过了一段时
间，我竟然在这幢楼二层的另一间房里布置
新房，与同学的朋友成为邻居了，在这个曾
经陌生的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小家园。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爱人单位的几位大学
毕业生。他们同样在这楼上分得一间屋子，
这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毕业的大学生来
说，已算奢侈。年轻人多在这个楼上安家落
户，门上张贴的喜字越来越多，渐渐地，这
幢楼便充盈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楼为单面楼，在向阳的南面是一米多宽
的走廊。没有厨房，我们便在走廊里放置煤
炉做饭。煤炉常会熄灭，熄灭了便往邻家的
煤炉里夹一块通红的煤球引燃。做饭时刻，
你家的锅里冒着热气，他家的锅里飘着葱
香，大家边做饭边聊天，有点小空闲便放下
锅铲，走到对方的煤炉边看看做了什么好吃
的，顺便尝尝鲜，自己做了好吃的也会给邻
居送些。我总爱边做饭边唱歌，好像心中的
歌总像泉水一样流淌着，无法阻挡。

年轻人爱热闹，我们在工作之余除了看
书之外，也在一起玩，没有电视机的时候，
靠一台录音机娱乐，当时最喜欢听的歌是李
谷一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每每听到

“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句歌
词，便感觉很振奋，那是一首唱给我们那个
年龄段的歌。我们也互相请客喝酒。那时候
请客多在家里，因为煤炉不好用，做菜的时
间显得有些长，还因为年轻气盛，一喝起酒
来便要喝个尽兴，周日的时候往往玩到深
夜。有自认为厨艺不好的，就请邻居来帮忙
做饭。

楼上无水，楼下有一个自来水管，吃水
需要从楼下提上去，洗衣刷锅则多在楼下的
自来水管边，大家边洗刷边聊，小到家长里
短，大到国家大事，无所不谈。流水声、洗
刷声、说笑声常常弥漫在水管周围。

年轻的心也有静下来的时候，往往在飘
雪的冬夜或是明媚的清晨，会听到从邻家传
出的笛声，不知道小楼上有多少人在悉心倾
听，也不知道哪一支曲子会打动了人心。或
者在月圆之夜，大家会不约而同走上三楼的
走廊赏月，理科毕业的与文科毕业的人一起
争论对明月的不同感受。

楼的背后有几棵高大的桐树，它们默默
地伫立在我们身后，给我们绿的享受，遮盖
了煤渣路的灰暗，也会在春天的时候给我们
一树桐花的灿烂与幽幽的清香。

每天上下班经过马路街，都要感慨于这
里的热闹，街两旁是一个接一个的店铺，店
铺以做白铁生意的居多，砸铁皮的“叮当”
声不绝于耳。路中间摆满了卖服装鞋帽的摊
位，四面八方的人们慕名聚集在这里购物。
每天出入这里十分困难，一旦进入我们的院
子，便会立即感受到安静，仿佛经历两个不
同的世界。

门上的大红喜字渐渐褪去它鲜艳的颜
色。年轻人们收获了爱情，都有了可爱的宝
宝，孩子们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环境
里，也和大人一样想上哪家玩就去哪家玩。
如果说同事们之间有这么友好关系不足为奇
的话，那么，同事的爱人、孩子也都关系很
好的却并不很常见了。

老屋来过亲人。结婚不久，母亲的手受
了伤，来到我们居住的小屋，现在觉得无法
想象当时是怎么在这狭小的空间居住的。在
一个多月时间里，爱人时常要陪着母亲到医
院换药，为此，与外科医生成为朋友，外科
医生也曾来过这里。老家也来过许多人，除
了老家的人来，还有大姐村里的，都是让办
各种各样事的，那时是那么热心、热情，从
来不嫌麻烦，不像现在，越来越没有耐心，
全然忘却当时对自己的告诫。其他朋友也一
样，大凡家里有了什么事，首先会想到在小
城居住的他们。

老屋也来过单位的领导与同事。那时，
年轻人们刚刚毕业，结婚生孩子或有其他什
么事，同事们会来到这里，给予生活的关
照，与同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老屋是我们
青涩时光的写照，同时也见证着在我们成长
的过程中，领导与同事给予的关心。多年以
后，我们还和退休后的老领导们保持着联
系，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真情继续焕发着温馨
的光彩。

老屋也来过同学。高中的、大学的同学
都有来过老屋的，但人数不多，他们好奇地
打量着我结婚后的生活，感受走出校门后的
同学新的生活氛围。高中同学梅也来过这
里，只是当时没有见到她，她专程从西华赶

来为我们庆贺新婚，却没想我们回了老家。
于是，她就蹲在走廊里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让在二楼办公的人们连同结婚礼物一同转给
我。后来，我得知那时她家里正面临很大的
变故，不知她是如何将悲痛藏于心底而来到
陌生的城市为我们祝福的，每每读起她的
信，都会禁不住感动与愧疚。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人搬出了老屋，
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回来看看的。不仅大人
们怀想这个老屋，就连孩子们也对老屋及老
屋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搬走的同事带着
孩子回来，三岁的儿子在二楼栏杆处看到
了，朝楼下同事的孩子挥着手大声地叫着同
事孩子的名字，楼下的小朋友也边跑连挥着
小手喊着儿子的名字，那场景十分感人。

曾经的同事因为机构的撤销合并或者工
作的调动渐渐分到不同的部门，曾经的年轻
人也不再年轻，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再
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天天见面。但无论分离多
久，见了面，照样会感觉很亲，那种温馨的
感觉弥漫在我们心中，原来我们之间也滋生
出亲情了，这种亲情跨越血缘关系，更显珍
贵。

多年以后，我们每次相聚，总免不了谈
起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马路街家园，女士
的眼中分明会有泪光闪烁。我们感叹于几乎
一个人一个部门，多数人事业顺利，家庭和
美。但也有不幸，大家缅怀那位英年早逝的
好朋友，也禁不住感叹时光无情，感叹人生
无常。居住在老屋的年轻人的人生，是这一
代人的真实写照，他们走出大学校门，在举
目无亲的城市里过着艰难的生活，他们不依
赖父母，还要照顾父母甚至两个家庭，他们
的肩上担负着工作和生活的两重重担，但他
们从不颓废、从不报怨，认为这是他们应尽
的责任，在自食其力的艰苦中享受着奋斗的
甘甜。现在想想，年轻时的我们所拥有的那
份懂得感恩、敢于担当、孝顺善良的品性很
值得称道呢。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到老屋的地方去看
过，但是当年的院落已不复存在，铁门没有
了，低矮的瓦屋不见了，三层楼房也不知去
向，几家邻居也不知搬往何处，桐树更不见
踪影，它曾经的安静与热闹与它曾经的欢乐
与悲伤一同消失。它所在的地方成为城市中
最热闹的步行街的一部分，每天晚上，都会
有数百人在这里翩翩起舞，他们可曾知道这
里的老屋？可曾知道在老屋里曾经居住过一
帮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中的老屋越来越
少，取而代之的是明亮的高楼与宽阔的马
路，城市以它另一种繁华的姿态迎接我们。
如今，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不同的地方，我
们的住房条件远远好于老屋，但仍对老屋念
念不忘。老屋记载着我们的青春故事，承载
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见证着我们的艰辛与追
求。在贫瘠的物质条件下，我们感受到的永
远是快乐与美好，因为我们胸中有大爱，心
中有真情，对生活怀抱感恩与希望！

那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那煤渣铺就的小
路，那低矮的灰色瓦房，那老式的三层红
楼，在记忆里不再显得破败，却像一幅水墨
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在艰苦环境下结下的
友情历久弥坚，老屋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是
我们永远不会丢失的精神家园！

马路街家园

■陈洪涛
为什么巢父遁形于此
那些帆船 明净的心 来去的游客
在步履还没有到达这螺湾之前
有谁想过 沙澧公园 一旦美起来 便不属于人间
在双河汇流的风帆 在铁牛镇河抹之不掉的乡愁中
当炫彩焚燃太阳 彩虹桥闪烁前后
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银河 为什么一直在这里

沙澧公园

沙澧春早
■李绍宾

荚榆芽柳始婆娑，草色樱花已侵河。
好景早随游客至，旧巢枝上尽莺歌。

■乔聚坤
春旺走出家门，太阳已升起老高了。一

个春节全家团聚，串亲访友，让他既忙活，
又欢喜，很少光顾田里的庄稼。如今过了元
宵节，儿子打工走了，亲戚该走的也走完
了，他该歇下来，瞅一下田里的麦子了。要
说春旺家也没几亩地，随着土地被占，耕地
越来越少，由分队时的每人一亩三分到现在
每人只剩下九分，一家四口人加起来也就三
亩多地，三亩多地对一个庄稼人说，那是胳
膊窝里的汗——不擦就干，根本不算什么，
也发不了大财。关键是他还租种了自己兄弟
春生和村人刘热闹的地，合起来就是15 亩
了。这15 亩地要是摆弄好，可是一笔不小
的收入，一年少说多挣个一两万，一个农民
守家，这也是不少的收入了。但是这也要好
一阵忙活呢，耕啊、种啊，灭草除虫、施肥
浇水，一丁点儿也不能马虎。

春旺的日子也够老少爷们羡慕了。春旺
能干，儿子大学毕业后到南方某工厂谋事，
春旺的收入和儿子的收入加在一起好大一笔
数字，别人没盖楼房时，他家的小楼就先建
起来了，村里不但评他为致富模范，就连选
村主任，他也是候选人。如今春旺啥都不
缺，就缺儿子娶妻，他抱孙孙了。

今年春节，儿子真的把媳妇领回来了。
儿媳不但长得标致，还是大学生，和儿子是
同班同学。春旺两口子喜得合不拢嘴。连春
旺娘也说，找了个好媳妇，这是她的功劳，
因为她每天念佛。可有一件事也让春旺挠头
了：小两口要在城里安家。城里安家，那可
不是剃头的留胡子——一句话 （划），那要
一堆钱啊。按当今房价，像样的楼层，一平
方米就得五千六千，一百平方米得五六十万
啊。再加上装修，最简单也得十万八万。有
了房子就妥了，还得有车呢，有衣无帽不成
一套，有了房，有了车，才算在城里安了
家。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面，订婚、结
亲、摆喜宴，原来没算过，进城买房娶媳妇
就这么厉害，把数年的老底儿掏出来也不够
用，娶一个媳妇，就把家折腾穷了。

他不由得埋怨起儿子来，大学毕业找不
到工作，老子也不怪你，兴啥啥不丑，当今
大学生毕业回家创业的多着呢。只要不迷不
傻，长着两只手，到哪儿都吃成饭。再说家
有小楼，有地种，吃不愁，穿不愁，找个农
村漂亮妞，日子过得多热乎呀。放着好日子
不过，非要进城闯荡，现在的青年人真是心
比天大，不知到底想成个啥气候。可又想
想，儿子不是首例啊，村里近两三年不是有
好几对新婚夫妇在城里买房么？东头国强
家、民生家，西头还有两家，谁知道像他这
样要在城里买房娶媳妇的还有几家？也真稀
罕，当代的未婚女人，两眼都盯着城里，要
当城市人，结婚的第一条就是：啥也不讲，
就讲在城里买房买车。春旺也知道，粪草叔
家的孩儿，因迟迟不在城里买房，怀了孕的
媳妇也退了婚。

春旺由儿子想到自己结婚，也是房啊。
因为家里没个像样的房屋，到了二十七八岁

也没人给他介绍对象。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他在全村盖起了第一所平房，才有人给
他介绍对象。万万没想到，他这个30 岁的
人竟然找了个18 岁的大姑娘，两个人同一
属相，他比女方大12 岁。他结婚靠房，儿
子结婚也要房，人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
安稳的家吗？是啊，你家有多少钱人家看不
见，你的好品德、勤劳，不是长时间接触也
不知道。可房屋直接啊，直愣愣地起矗在那
里，一眼就能看到，多气派啊。当今的城市
房，你只要说在哪个小区、几栋楼，多少平
方米，就足够让人眼馋的。

春旺想到这里，又感到儿子、媳妇想得
对，人往高处走啊。就像攀山，只要有劲
儿，能攀多高，就攀多高，为什么人有劲儿
不用呢？城里买房大势所趋，人家赶潮流，
我春旺也不当窝囊废，万不能因城里没房坏
了一对好夫妻。

春旺是争强好胜、一辈子不服输的人。
想着想着，他来到了水塘边。低头看，水塘
里的水平平静静，经过一冬的雨雪冰冻水更
清澈了，清澈得能看到丢在水里的烂砖碎
瓦。他仰脸看水边的弯腰柳树，那垂下的干
巴巴的枝条，润展起来了，润得好似吐了
油，鼓鼓胀胀，亮亮闪闪。再细看枝条上胚
芽处灰紫的芽变红了，红嫩打苞了，有的竟
生出一簇簇绿芽了。“七九八九，抬头看
柳。”春天到了，他顿时感到心里充满春
意。越升越高的老日头晒得他身上发暖，他
不由自主地拉开了鸭绒袄胸前的拉链。

他本要向田间走，忽然他改变了主意，
直奔三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他想从那里寻
找商机。

一只花喜鹊喳喳叫着从他头上飞过，春
旺迈开了大步，直直地向前走去……

春 旺

■叶倾城
蝶变，往往要以时间作为交换。
很多年前我便认识她，那时我刚出茅庐，刚开

始有大学女生慕名而来，其中就有她一个。
第一面我吃了一惊，想来想去，最客观的评价

还是一个字：……丑。农家女，矮个子，扁平脸塌
鼻梁，皮肤黄黄的，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口烂牙，一
说话一笑就像是在龇牙咧嘴。她眼神诚恳，我却有
点儿不知所措：我能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尤其
是，她还是专科生。

这听起来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生：出身寒
微，挣扎出鸡窝却离枝头远得很。专科毕业的她，
将来能做什么呢，文员？尤其是，爱与喜欢，往往
都要以相貌打底，她有再多优点，也会被她土气甚
至难看的面容全盘挡住。女孩子到底是干得好还是
嫁得好？仿佛，她两者都没份。

后来没再见过面，只断断续续有联系：她专升
本了；又过两年，她留校当辅导员了；去做讲座，
她事后才知道消息，说她正在那所大学读研，可惜
没来参加……

不久前，我意外地在一次活动中遇见她——是
她热情地喊我名字，我先没认出她来，她报出名字
来，我再次吓了一跳：判若两人都不能形容她，几
乎是天人之别了。娇小个子，身材保持得很好，一
件香奈儿小黑裙穿得玲珑有致，八厘米高跟鞋进退
自如。发型精致，妆容得体，细看，五官仍平凡，
肤质仍泛黄——但有什么关系，白璧亦有微瑕。她
活泼了很多，大说大笑，但牙齿顺眼了，她笑着
说：“前几年戴了牙箍。”

细问她的近况：原来她已经博士毕业，现在大
学教专业课。婚姻方面有些蹉跎，过了三十五年才
嫁给大她一岁的同校老师，去年生了儿子。我问得
直接，她答得落落大方，谈起孩子，她诙谐地说：

“我教育孩子的原则就是：人丑就要多读书。”仰头
哈哈一笑，全不带一点阴霾。

曾经的她，能如此坦然说起自己的外貌吗？我
想不起来了。

别撇嘴，说这不过是一个励志故事，我看到
的，不是故事，而是近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人，她
是一个完美的范例。她让我看到，人可以如何靠努
力改变命运。她曾经一无所有，无背景、无学历、
无颜值，只有一颗向上的心、不曾停下的双脚。我
知道她爱过，但这爱被嫌弃了，挫折感像砂粒一样

磨损人的心，她什么也不说，一直往前走，选择了
最笨拙而最有效的道路：学习。

多么艰难的一条路，忍受寂寞、疲倦，同龄人
有些嫁作人妻、相夫教子，有些在职场上尽情挥
洒，有些吃喝玩乐、享受青春，自己却只有一卷书
一盏灯而已。读出来会怎么样？是否一定有未来？
她彷徨过没有，有没有起意放弃过？我想她能确定
的就是：读不出来，多半没有未来。心系一处，守
口如瓶，是唯一的成功之道。

有人鄙视她：不过是个女凤凰。这里面有明确
的歧视，但也可以视为嫉妒，博士、副教授在手的
她，有夫有子，自此可以安身立命了。

于是，她变美了。
一方面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耳濡目染提升了气

质，自己的苦读也让她“肚里有货”；另一方面，能
在读书上这么自律的她，也不会像我一样胡吃海
喝、不重视运动，可以较好地保持体形。生活安定
了，她有余情来经营自己的容颜；收入提高了，也
有闲钱购买昂贵化妆品或者做一些微整容。而最重
要的，我认为是她的自信，那种“我知道我能够、
没什么不可以”的从容气度。

当你还年轻，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居于劣势
时，你该怎么做？

可以赶紧为自己找个男人——不管好坏，从此
有人接盘了；你也可以偏执地想让自己变美，防晒
补水，每晚上倒竖半小时蜻蜓，只为了瘦腿；你也
可以，像我说到的她一样，暂缓恋爱与美容，全身
心投入学业或工作，让自己有成就，让自己有钱，
身心安泰之后，再从长计议。逛街是赏心乐事，只
是太耗时间，而珍贵的时间，应该投注在更重要的
事情上，才能积少成多，给自己蝶变的可能性。

常听年轻女孩子说：读书没有用，这是一个看
脸的社会。还有人对我的观念不以为然：提升了自
己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要被男人挑来选去，皮肤
也差了、年纪也大了，有什么优势？

也许她们是对的，但我认识的一个男人这么
说：只有年轻男孩子才不管不顾，只挑漂亮小姑娘
呢。男人到了三十上下，都很现实，都愿意找家境
好、工作好、能力强的——如果还长得漂亮，就更
好了。

除非天生丽质，生来就要成为艺术品。否则这
世上大部分事物或人，其实都以实用为主——美
貌，只是锦上添花，首先，你得先成为锦。

给自己蝶变的机会给自己蝶变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