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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张建民
母亲从十多岁起，就因为家里贫穷辍

学在家，跟着姥姥学跳世世代代相传的
“舞蹈”——面朝黄土背朝天挥舞着镰
刀、锄头这些常用的舞蹈道具，一年四季

风里来雨里去在几亩薄田上尽情“舞蹈”
着。

每天去地里劳作的母亲大都是赤着
脚，穿着灰土布的裤子。足下那片亘古存
在的土地便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跳舞场，给
母亲伴舞的有麦苗、玉米棵儿、大豆、红
薯秧，还有农家人的理想。头上的蔚蓝色
天空通常是最有眼福的观众，朵朵云彩全
程关注每天日出而舞、日落而息的母亲，
和着四季轮回的节拍，舞出盛大的四部
曲，春夏秋冬进行轮转。这种终年劳作日
日不休的精神只是感动自己，却无法惊艳
岁月。几乎穷尽一生汗水的母亲，纵使舞
个不休，也未能舞出她真正想要过上的生
活。勤劳而又卑微的母亲，一直在作为农
民的命运里来回喘息、挣扎。

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华夏大地，人们
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批农
家人，赶上了城市化的列车。早已经通过

考学改变命运跳出农门的我，这几年也将
住在乡下的母亲，连同农家人一辈子的期
盼，搬到城里。本以为在城里生活的母亲
可以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安享晚年，可她
像是一株被人强行移栽进城市的老树，在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水土不服症状。
伴随着姥姥的不幸去世，母亲的生活似雪
上加霜，她的情绪曾一度非常低落，甚至
陷入抑郁。看着母亲一天天消沉下去，我
的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

后来听单位的人说，他家里的老人也
是心情低落，幸好学会了跳广场舞，既锻
炼了身体，又结识了很多老年朋友，益处
多多。于是我也开始引导母亲去慢慢地爱
上另一种舞蹈——广场舞。真想不到，跳
起广场舞之后的母亲，竟然打开了一扇通
往幸福的大门。现在的母亲，已经习惯每
日挽着清晨与夜晚，在小城漯河醉人的情
怀中，跟着优美的旋律跳舞，这几乎成了

她每日必修的功课。轻舞飞扬，舞动人
生，欢快的乐曲中，母亲是那样投入，而
且动作娴熟，表情丰富。她伴着美妙的音
乐摇摆弯腰，扬起手臂，时不时地还做着
潇洒、放松的动作，激情飞扬，舞姿翩
翩，真是美妙极了！母亲尽情地舞着、跳
着，有时候跳完了仍然兴高采烈，似乎整
个人还沉浸在欢快热闹的舞场里。跳广场
舞的母亲，身体逐渐变得强壮起来，全身
上下也有了朝气。母亲舞出了现在幸福生
活的惬意，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一生操劳的母亲通过跳广场舞，将大
半辈子生活的重压释放出来，将跳舞和人
生的默契展示出来，把生活中的愁绪忘
掉，脸上也绽放出久违的灿烂笑容。跳着
广场舞的母亲，如一只在暮年的光阴里飞
起的蝴蝶，丢掉了前尘与沧桑，飞越了孤
独和生死，翩翩起舞在新时代！

起

舞

■特约撰稿人 卢春霞
春天，就是一个读书的季节
在春天里，打开书页
走进美妙的文字世界
起舞在唐诗宋词的曼妙里
让心绪在风花雪月里谈一场恋爱
行走在武侠小说的侠义里
让感情在浩荡江湖中洒一腔豪迈
春天里，让我们打开书页
在书页里找到我们的世界
让春风轻轻地把书本掀开，
让花香静静地把文字浸润，
在文字里听鸟儿的婉转
在书本里看柔柳的倩影
在春天里打开书页吧
可以看到无尽的光明

打开书页

■特约撰稿人 李晓玲
早春把温暖给了桃李
一场寒流穿过春分打破童话
落红满地，碎梦依稀
似有若无的小雨，还原一个青青世界
任忧伤在四月流连漫溯
梨蕊带雨，白海棠在风中战栗
凉薄的花瓣上
走失的亲人低声耳语，春水东流
每一朵浪花都频频回顾，徘徊不已
月亮安静，有风筝升起
思念痛彻骨髓，撞击记忆的心门
寻找故乡的足迹
四月，一定有一段白留在繁华之隙
四月，注定有一场雨
下在每一个清醒的梦里

四月的歌

我有一个贴心的姥爷，总会
给我带来温暖和幸福，因此，他
被我称为“贴心姥爷”。

姥爷每次来我家时，总会给
我带很多好吃的，看着我美滋
滋地享受美食，姥爷很是开心。
妈妈怕我吃胖，想要制止，姥爷
眼 睛 一 瞪 说 ：“ 我 走 了 你 再 批
评！”于是我就可以当着妈妈的面
从容地饱餐一顿啦。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
了吃姥爷家门口的饼。于是，我
对姥爷撒娇：“姥爷，等下次到我
家时，能给我带个您家门口的饼
吗？”姥爷二话没说，一口便答应
了。没想到，从那以后，姥爷几
乎每个早晨，都会早早地去门口
买那家每天限量销售的饼。然
后，赶紧趁热送到我家去。当我
起床时，却并未看见姥爷年迈的
身影，只看到了桌子上热气腾腾

的饼。一阵温暖在我的心头滑过。
姥爷不但对我这么贴心，而

且对姥姥更是细致入微。
记得那个冬天，我们一大家

子去看望一个亲戚。外面寒风凛
冽，大雪纷飞，就算是坐在车
里，也没有多暖和。姥姥忘了围
围巾，脸都冻红了，耳朵也变红
了。姥爷赶紧用自己的手握住了
姥姥那冰凉的手，还不时地向手
心里吹着热气。姥爷用关心的目
光看着姥姥，心疼地说：“这大冬
天的，天儿冷，你得多穿点，别
冻着了！”姥姥的脸红了，羞涩地
说：“我知道了，谢谢。”我心
想，姥爷可真贴心啊！边想着，
边对妈妈调皮地说：“瞧他俩恩爱
的，真让人羡慕！”妈妈也笑了。

姥爷可真贴心呀！他的一举
一动，都在感染着我，让我学会
去多关心别人，多为别人着想。

贴心姥爷
■魏老师作文学校六年级 赵珂一

■杨庆涛
这是一部中国电影版的《放牛班的

春天》。
愿做绿叶，甘当人梯，苗宛秋老师

这个艺术形象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诠
释了师者仁心的深刻内涵。桀傲不驯的
洛小乙、温婉可人的安静、新潮前卫的
关婷婷、“八婆”海燕、“奸商”耗
子……这性格迥异、特色鲜明的一群人
里，一定会有你昔日的同窗，或是你见
过的学生影子。电影里不仅会有你青葱
岁月或喜或悲的回忆，还会有你现实世
界或美或丑的观照。你会和大家一样笑

出声很多次，也一定会红了眼圈儿，暗
自落泪……

电影里的背景不远不近。1985 年，
校园里，第一次见面，老苗就给了所有
人一个“下马威”，狠话一句不落，该罚
站就当面罚站，即使面对洛小艺这样一
身“流氓气”的“地痞学生”，老苗也毫
不示弱，收了他的斧头，让他出了教室
门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报告、报告”。
那时的学生也没有现在脆弱。时代的发
展，要求师者必须要与时俱进，简单粗
暴在当下不再是有效的教育方式，不仅
要有方法有力度，更要有智慧有温度。

电影里的情怀有喜有悲。苗老师的
好、学生的好，他们之间那些搞笑的冲
突、温情的故事，都让我们相信这世间
原来一直都有着如斯的美好，让我们相
信在师生间永远不缺爱与信任的感动。
那些永存心底的真与善，总能在某一个
瞬间触动最柔软的心弦，让人性的美好
温暖照亮这个世界。那辆从一开始就出
现在镜头里的作为“优秀老师”奖品的
自行车，是电影的一个主线，从它被拆
卸、被涂漆、被缠上绿胶皮、被盗窃、
被找到、被撞坏，苗老师的命运与师生
间的关系从紧张到融洽再到远离这一过

程紧密相连。故事并没有一个大团圆的
结局，当看到品学兼优的安静同学决定
报考北大，并骑着那辆自行车走在为苗
老师鸣不平归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以为
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结局。然而，当
自行车被撞倒，安静被送进医院那一
刻，你会发现这世界的明天和意外，不
知道哪一个会先来，而且，它还不管你
是好人还是坏人。毕业照里，没有苗老
师的身影，他选择了离开，带着对失去
双腿的安静的愧疚，永远离开了这所学
校，回到他的家乡一所小学从教直到退
休，而且再也没有和同学们联系过。三
十年后，白发苍苍的他拄着拐杖，来到
正坐在轮椅上看书的安静开的书店前，
两人泪眼相望……其实，回过头来，你
会发现，电影里与师生间的美好形成对
比的，还有学校制度公平的缺失、工作
环境里人情的冷暖、夫妻间价值观的错
位……这些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本来面
目。遗憾和美好，苟且、诗与远方永远
都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

电影里的选择有舍有得，舍与得是
人生的大智慧。舍，有时是命运的注
定，比如苗老师因为成分问题虽被北大
录取却无法去上学，而极有可能考上北

大的安静却因车祸再没有考上心仪的学
校。这样的舍只能顺其自然。当然，还
有一种选择是属于个人的自由权利，比
如在面对报考北大还是保送师范两条路
时安静的选择；在面对压力要不要继续
坚持排练节目时关婷婷的选择；在酒至
半酣时王海说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苗宛
秋一样的老师，而最终真的做了老师的选
择；在面对办补习班收不收费、鸡蛋要不
要留下、新房子钥匙拿不拿时苗老师的选
择……“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
两句话是中国名士匹夫有责的人生追求以
及正直高洁的个人品性最真实的写照。
人生紧要处不过二三，有舍方有得，听
从自己的内心，来时不惧风雨，去时不
畏人言，心有所向，素履以往。苗宛
秋，让我看到了师者的尊严与气节！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
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不是在最好的
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我才
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这句在开头
和结尾都出现了的台词，无疑是电影的
点睛之笔。电影结束的那一刻，突然想
给我的一个老师打个电话，并真诚地问
一声：老师，您还好吗？

老
师

您
还
好
吗

■特约撰稿人 贾 鹤
《飞驰人生》的导演是韩寒，主演沈

腾。纵观近几年韩寒的作品，无一不是
致敬理想和情怀的不死鸟。

连续五年夺冠的天才赛车手张弛因
卷入一场意外被禁赛，从云端跌入谷
底，曾经的意气风发拥有全世界，到人
走茶凉被全世界遗弃，还要抚养从天而
降没有半点血缘的“儿子”。辉煌是午夜
梦回的前尘，现实却要混迹市井生存至
上，远离热爱的日子让天才泯然众人，
直到他再次有机会重返赛场。梦想在前

方召唤，死灰在胸中复燃，雪藏的热血
再次沸腾，在儿子面前不断重提当年勇
是张弛对尊严的捍卫，也是维护一个父
亲权威的最佳证明。

张弛卖炒饭蛰伏的五年，不止一次
在脑海中虚拟巴音布鲁克魔鬼赛道的每
一个转弯、每一个坡道，利用手边一切
可以利用的道具，化腐朽为神奇，变梦
想为现实。只有真正热爱赛车的人才会
无惧看客的笑声，把拖把当变速器，把
脸盆当离合，在虚拟的世界里保持梦想
的温度，热爱不灭，梦想不死，一息尚

存就要付出全部的努力，哪怕用生命去
献祭也在所不惜。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李宗盛
的 《凡人歌》 早就苦口婆心规劝我们，
平凡的生活，平凡的我们，要顺天知命
量力而为。对平凡躲之不及却又趋之
若鹜，对热爱、梦想、情怀一往情深却
又叶公好龙。这是每一个最终坠入平凡
的人躲不了、逃不掉的宿命。

每一个我们都曾被梦想点燃，成就
过熠熠生辉的自己，然后在天地人事宇
宙自我和万物的合力下慢慢风化，成为
一种人生、一种经过、一种态度、一种
约定俗成。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
死鸟，可以忍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挫折
依然保持始终如一的坚持和热爱。所
以，当我们和命运握手言和，过好了自
己的余生，而最初的信仰，将在心的最
深处被岁月慢慢泅染成一个人的白月光。

故事里的张弛破釜沉舟一路飞驰，
他无法停下来权衡利弊抉择生死。人车

已合二为一，在机械的极限内把人体潜
能无限激发，以天赋和技术为支撑，以
勇气为助推，听从内心的声音成就那一
刻的羽化飞升。

影片的主人公张弛也许是韩寒内心
深处自己的一个分身。因为每一个作者
创造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带着自己的影
子。在张弛身上，可见韩寒对赛车的热
爱，对热爱的膜拜。

开放的结局让人难辨现实和理想，
抒怀的音乐适时响起：长路奉献给远
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
给你，我的爱人？至此，这部打着怀旧
标签的喜剧片子，终于让一个矫情到老
的文艺女青年在歌声里找到共鸣。

怀揣一颗不死心，在一万零一次挫
折后依然保持最初的信仰。白云奉献给
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雨季奉献给大
地，岁月奉献给季节。热血奉献给理
想，文字奉献给忠诚。而我呢，将拿什
么奉献给你——我的热爱？

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热爱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同事徽爱花，近乎爱到骨子里。我

与她是极要好的同事，早就想聊聊她与
她的花儿们，却因琐事缠身未能静下心
来。近日春光乍现，我眼皮子底下的花
儿也脱去一身困倦，灵气十足，让人忍
不住俯身去贴近它，与它耳语。

徽与别的养花人不同，她的花不但
在数量上取胜，更能在种类上夺魁。大
的小的，高的矮的，旁逸斜出的、笔直
挺拔的，形态迥异，各有千秋。即便模
样颇似颜色也自不相同，粉白、墨绿、
微紫、鹅黄、罗紫……像一个个俏佳人
低眉不语或是托腮凝思。

第一次与徽讨论这些花是因取花名
而起的。那天她指着一盆灰紫色的多肉
对我说：“雪，你看这株花的颜色，和它
的名字是极其相通的。”

“哦，是吗？一株花还有这么多讲
究？”我颇为惊讶，就认真观察起来。

这株花叶片里的颜色紫嫩一些，越
往外缘紫色愈接近于灰紫，仿佛是一位
妙龄少女被岁月夺去了光芒，满脸沧桑
地与人对视。我的心不由地一沉，忍不
住感叹美人迟暮。

徽微微一笑说：“是啊，它的名字就
叫晚玉。”接着她指着另一株叶茎饱满、

青翠欲滴的多肉说：“这是凝脂莲。”
我惊呆了，那饱满翠绿的模样多像

肤滑如脂的少女，青春而又富有激情！
原来一株株花儿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或喜或悲，或青春或迟暮，它从走
进你的视线起便与你交集同你倾诉，共
享这片美好的春色。

爱花之人喜欢走进大自然拥抱细小
的生灵，多有一颗慈悲的心，徽自然也
不例外。与她相处久了，我愈发感觉到
这种心态的妙处，像泉水一般纯净，更
似锦帛一样柔软。我甚至在徽身上找不
到岁月刻画过的痕迹，她永远是那个涉
世不深、心存美好的小女孩。

春节过后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
以往“上班狂”的徽却姗姗来迟，这不
是她的风格。在无数次张望门口无果后
我掏出手机正欲拨号，徽一瘸一拐地从
门口往这边挪动。我赶忙跑过去把她搀
进了办公室，她忍着疼痛故作轻松地
说：“没事儿呢！”“还说没事？看你的裤
腿都破了洞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嗔怪
地数落着。“真的没事，那老头也挺可怜
的……”看我咄咄逼人的样子，她只得
道出了原委。

原来徽来上班时骑车靠右边行走，
一位老大爷骑一辆电动三轮车与她同向
而行。谁知没走多久老大爷突然想起什
么，来了个急转弯结果把徽生生连人带
车撞倒在地。毋庸置疑，这肯定是老大
爷的错，可倒在地上的徽却不这样认
为，她看到的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是
一双孤苦无助的眼。于是她挣扎着爬起
来对老大爷说：“大伯，不用担心，我没
事的。您有没有受伤？”那老人既愕然又
感动，连连点头说没事。徽欣慰地点点
头：“那就好，您赶紧忙去吧，骑车慢点
儿才是！”说完还不忘挥一挥手。撞伤她
的人走了，她则带着疼痛也带着一颗柔
软的心，蹒跚在宽阔的马路上。柔柔的
风迎上来仿佛已吹散了她的伤痛，阳光
暖暖地照在她身上，花儿向她微笑，她
也向花儿致敬。

徽的世界，就如花的世界，看不到
纷争诋毁，只有纯纯的嫣红淡淡的幽
香。她常说：“人心本善良，人心皆会相
通。”记得有一次徽在网上买了几盆花，

谁知拆开后竟少了一盆。于是有人劝她
退回商家并给予差评，这种行为分明就
是欺诈顾客。可是徽决意不许，她认定
商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疏忽或邮寄错
误。“那我们打赌你就傻傻等待吧，看商
家能否主动联系你？”同事们愤愤地说。
徽微微一笑，未置可否。但一周后的事
情我们都沉默了。花盆事件果是商家邮
错了，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误，商家除了
把缺少的那盆寄来还额外送了一盆以表
歉意。徽却没提打赌的事，只捧着她的
花儿看了又看，一副极其满足的模样。
那一脸纯真的笑靥让我辩不清她是花，
抑或花是她。

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种植有一株
鲜花，只是在纷扰的世间，多数人的花
已被尘埃淹没或被阴暗蒙蔽，失去了光
泽与芬芳、柔软与灵性。而徽这么多年
来一直经营着内心的花朵，给它阳光、
水分及和暖的风，使心中的花长出体
外，与自然界的花相媲美。

但我知道，花美，美于外在；徽的
美，美在灵魂深处。

开
在

心
灵
上
的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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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杨晓曦
常常想起父亲，想起父亲便

想起他的手艺。用我父亲的话
说，有手艺就是有“两把刷子”。

他不识字，却常常搬着一本
砖头厚的烹调技艺书，字，是一
个一个通过我认识的；图片，看
得懂，餐点雕刻全靠自己琢磨。
书上有图片的比照着雕刻，没图
片的会找我给画一个，也比照着
雕刻，一幅笃定相信我什么都能
画的神情：你是学生，有美术
课，这把刷子应该是有的。

为了这把刷子，我观察猫狗
鸡鸭观察花，逼着自己画得跟它
们长得一样。

也怪了，不管是动物还是花
草，只要给他一个图样，只见他
一只手拿刀，一只手拿着食材，
两只厚厚的大手同时上下翻飞，
轻巧麻利，比变戏法还快，一只
兔子、一朵花便赫然立于案上。

所以，他做的饭菜，除了味
道好，更是品相出色，西红柿拌
白糖，一瓣瓣糖水煨过的西红柿
像娇艳欲滴的荷花，尖朝外一圈
团在盘子中央，花心里白蕊点
点，“藕花深处”的名字别具一
格，让人叹为观止。他做的蚂蚁
上树，细细长长的粉丝上面，香
菜绿色细长的枝叶上开着几朵胡
萝卜雕刻的梅花，花丛下面，肉
末煸得黄香，像一个个在树枝上
觅食的蚂蚁……

整个县城，无论谁家操办红
白喜事，能请到他做宴席，都会
感觉很有脸面。出发前，父亲会
眯着眼睛看着我说：看到没 （读
mou，家乡土语，没有的意思），
手艺人靠本事吃饭，没“两把刷
子”，别人能请咱？

父亲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饭
店卖刀削面，自制的两个锅台就
支在店门口，一只锅台上面放着
一口大黑锅，炭火铆足了劲儿呼
呼地往外蹿，乍一看像农村办喜
宴的阵势。

有了客人，父亲把一塑料帽
子戴在头上，半尺长圆柱状的面
块竖着放上去，在大黑锅前叉开
腿站定，两块薄铁片分别拿在两
只手里，左右开弓在头顶舞动，
一碗面的量一分钟搞定，半分钟
面对着大锅往前面削片，半分钟
背对着大锅往后面削片。两寸长
的面片儿像银鱼，飞过头顶，跃
进大黑锅，在翻滚的水里扭动着
身躯。面片滚三滚，煮熟后捞出
放在凉水里凉着。

另外还有一口锅台，上面放
着小铁锅，插上鼓风机吹着。放
上葱、姜、蒜、肉丝、绿豆芽炝
锅后，面片被从凉水里捞出倒进
小铁锅，父亲端起锅，把面片抛
向空中，面片像沉鱼，似落雁，
一一落进锅底，然后他翻转手
腕，一个优美的弧线，面片飞进
碗里，一份刀削面便稳稳当当地
被端到食客面前。

且不说口味，单就削面、炒
面表演已经吸引住了食客的眼
球，一时间食客爆棚。父亲说，
手艺人，没“两把刷子”能拽得

住食客的眼睛？这“两把刷子”
于父亲来说，就是技能了！但
是，父亲绝不止这“两把刷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有许
多把刷子。

我八岁那年，尚在做临时工
的父亲，工资少得可怜，一家老
小，张嘴儿出门儿，全靠这点工
资，饿不死，也攒不下钱，勉勉
强强能够让姐姐们上学，我要上
学就成了计划了。

跑到学校门口，我眼巴巴地
看着一群报名缴费的孩子们，先
数五十个数，数得对，交上钱，
就被老师把名字记在本子上。想
象着他们会收到一张和姐姐们刚
上学的时候一样的通知书，我急
得眼红。看到中午，我跟着来报
名的孩子们学会了数五十个数，
慌忙回去给父亲显摆。于是，父
亲带我去捉鳖换学费。

八月的晌午，阳光火辣辣
的，杨树叶子蔫蔫地耷拉着，知
了没命地叫着。父亲双手合十揉
搓，然后抱定一棵枝叶茂密的杨
树，三两下爬到树上，折下一地
杨树枝，我俩一人抱一抱在离河
流七八米远的河堤半坡上搭起一
个隐蔽棚。父亲在棚下面留一个
三角形的类似狗洞的口，洞上面
晃悠着杨树叶子，从洞口里伸出
去一根绑了细线的竹竿。父亲把
用茴香叶子和蛤蟆掺在一起做成
的食物拿细线绑在竹竿上，然后
说，趴下吧，憋着气儿别吭声，
等老鳖自己过来，你的学费就有
了。我埋头趴在隐蔽棚的后面，
视线所及，里里外外都是杂草，
鼻子里呼吸着被太阳晒得想冒油
的青草腥气，扭头看父亲，他没
穿上衣的脊背黑黢黢的，汗水一
绺一绺地往下流。

河堤杂草丛生，隐蔽棚上的
杨树叶子，在一浪一浪滚烫的热
风里“随波荡漾”。天越热，我越
相信父亲说的，老鳖会自己爬上
岸会餐。胡思乱想的时候，父亲
已经翻身跃起，胳膊抡圆了把网
兜往下扣去……

我一骨碌爬起来，只见网子
里赫然是一只小盆大小、黑乎乎
的老鳖。父亲一只手摁紧了网
兜，一只手扣住老鳖的一侧后腿
窝，唤我帮忙摁紧了鳖壳，他腾
出另一只手，扣住老鳖剩余一侧
的后腿窝，麻利地将其塞进袋子
里。第二天早上，父亲嘱咐我拿
到集市卖了3块钱，一学期的学杂
费解决了。

这把刷子，一生中我只见过
他使用一次，且他不允许我使
用。父亲说过“人为财死，鸟为
食亡”，这是动物的天性，世上万
物有各自的活命门路，不到不得
已不能用，一定要靠自己的本
事，用自己的“两把刷子”谋生。

要想好好生活，就不能少了
能力，就要脚踏实地练就真本
领，要真正有“两把刷子”，有了
这“两把刷子”，才可以活得踏实
自如。

有“两把刷子”，这是父亲对
我的希望。

“两把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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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颜。 刘 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