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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
● 聊城 孙殿镔

迁徙，对候鸟的生存非常
重要。

每年，火烈鸟的迁徙颇费
周折。集体大迁徙前，总会有
少数火烈鸟率先飞离湖面。

由于习惯和惰性，它们的
行动没有得到其他同伴的

响应。这些鸟儿只好重新
飞回湖面。

不过，它们并没有灰心，
更不会放弃。第二天，它们会
再次起飞，在湖面上盘旋鸣
叫。这次，会有一些火烈鸟追

随起飞，然而仍然是少数，
最终它们又飞回湖面。

这样的努力会持续多
日，先驱者不抛弃、不放弃，它
们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虽然，
大迁徙的计划一度搁浅，它们

彼此用行动鼓舞行
动，用信念坚定信
念，大迁徙一定会
实现的。

终于有一天，在
季节变换的前夕，当这

些 先 驱 者 再 次 振 羽 起
飞，开始跟随者还不是很

多，过了一会儿，数千只火烈
鸟同时飞离湖面，与先驱者会
合。从湖边仰望，它们的队伍

遮天蔽日，鸣叫声响彻
云天，所有火烈鸟
参加的大迁徙正式

拉开了序幕。
火烈鸟的迁徙能够应

对环境变换和食物缺乏，少
数先驱者导引的行动，把整个
团队引航至适合的生存之路，
使得这种鸟类在地球上生生
不息。

先驱者的意识是超前的，
先驱者的行动是现实的，先驱
者的坚持是恒久的。我们也
要做一个团队中的先驱者，我
们要爱护、激励团队中的先驱
者，这样我们的团队才会早日
迎来腾飞的时刻。

我们要呐喊，“聊以慰藉
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
不惮于前驱”。

我们都曾品尝过失去的感觉，或
许失落，或许如释重负，或许依依不
舍。那些我们失去的人和事，有的或
许终归重逢，有的或许挥手就是永
别。得到，也经常伴随着其他事物的
放弃和失去。得失之间，就是我们的
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事物，可
谁也无法保证其不会丢失。每一次失
去，又为下一次的得到创造着前提。
得与失是循环往复的，正是这不断得
到又失去的过程，才是我们正经历的
生活。

人们得到一种事物，需要从零开始
与其建立联系，从无到有的过程便是

得，而非简单地代表“拥有”这一状态。
喜爱一件事物，便想拥有它，可我

认为真正有意义的，是得到的过程，我
们都期望得到荣誉，可如果我们忽然
拥有了一份荣誉，在此之前，我们并没
有做出与这份荣誉相对应的行为，不
能实至名归，你是否反而会自卑、不
安？荣誉只是一种结果，真正重要的
是得到荣誉的过程，正是过程赋予了
结果意义。

人生在世，并不只为活出一个结
果，就像前往远方的旅途，真正值得珍
惜的，是沿途的鲜花和放松的心情。
人生海海，浮沉几何？我们生命中会
有无数次拥有和分离，可真正温暖人

心的，是我们与那些宝贵事物相逢与
告别的过程，重要的不是保持永恒，而
是体验过、经历过。

人生如逆旅，得与失组成沿途风
景，当遇到值得我们争取的事物时，努
力争取，既然得到总是伴随着失去，拥
有有时意味着分离，那么最重要的，只
剩过程。珍惜每一次得与失，像面对
灿烂的落日一般心生感动，因为它们
组成的，便是整个人生。

人生如逆旅 得失知寸心
● 聊城 于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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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落座，谈了一番天下大事、朝野逸闻、坊间
趣谈。崔铣说，我前几年在南京，遇见一个进士，他
以为澹台灭明是两个人。

顾圣之听了，说，我在老家时，一个进士问我叠
山何人，我说是谢枋得。他又问枋得何人，这让我
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回答了。

郑若庸说，我在一个寺院里读书，这天来了一
个刚中进士的人，见我正读《宋书》中的《陶渊明
传》，便说渊明乃唐以后人乎？我只有偷笑而已。

谢榛没有说什么。他从三人所说的笑话，想到
自己的身世。自己虽然饱学，却不能通过科举取得
功名。那些只读过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的
人，反而能够考中进士，平步青云。谢榛对科举一
制的弊端，知之甚悉。当然他也知道，像杨一清、崔
铣，也是科举出身，但博学多才。凡事，不能一概而
论。

赵王见谢榛不说什么，便多看了几眼。谢榛顺
着眼睛，假装没有看见。

众人嬉笑着，走进饮酒的大厅。
别看崔铣比谢、顾、郑年龄都大，但喝起酒来却

是锐不可当。
这场酒下来，据几个婢女说，如果按小杯算的

话，崔大人喝了足有九十杯。
谢榛晕得够呛，但勉强还能站起。崔铣则向赵

王作一揖，稳步走出王府，出大门，乘上自家的马
车，安然离去。

一晃，谢榛移居安阳已有三
年。三年里，谢榛妻子又生下两个儿
子：元炳、元烛。大儿子已经二十岁了，到
了结婚的年龄。在崔铣的资助下，谢榛大儿
子元灿与一个王姓秀才的女儿订了婚。崔铣
还资助谢榛一百两银子，在六间房子的西边
接了两间。择了一个吉日，元灿完婚。

元灿婚后，谢榛对他说，你读书不成，现
在已结婚，应该出去找点活干。正说着，元
辉跑进来。谢榛说，还有你，元辉，也应该出
去干活挣钱了。不拘挣多挣少，只要是不
吃闲饭，就是成绩。

元灿、元辉跑出去三天，终于有了成
果：元灿在卫河码头上看守货物；元辉则在
一个占卜老者的指点下，在关帝庙前摆上
小桌，替人写信。

元炜已入学。
现在的李氏，妻子、母亲、婆婆，三个

角色一块担当。但她每天精神抖擞，充
实得很。每天起来，她与大儿媳妇一起，
在灶房里张罗全家人的饭食。正忙活
着，元烛哭了起来，她只好赶快洗洗手，
跑过去喂奶。有时候，儿媳在身边，她
都不好意思掀开衣襟去喂元烛吃奶。
儿媳知趣，悄悄走开。再往后，应该是
儿媳生孩子了。 （未完待续）

我是重庆市酉阳县人，1988年9月
份来到山东聊城，聊城是我的第二个
故乡。

小时候我一直跟着奶奶长大，我清
晰地记得，爷爷、奶奶为我们栽了一棵
大梨树。奶奶却说梨树不是她栽的，是
爷爷的父亲栽的，也就是我的老爷爷。

那棵梨树长得又高又壮，树皮皴
裂。梨树就在我家屋后菜地的西南
角，正前面（正东）是一块水稻田。每
年春天，梨树盛开出如雪的梨花，香气
怡人。有时刮一阵大风，盛开的梨花
漫天飞舞，树下很快铺上了一层美丽
的梨花。花期很短，满树的梨花由美
丽的小花朵慢慢变成一个又一个嫩绿
的小梨子，挂满树枝。

梨树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深刻
的记忆。那时候，周边村庄没有种果
树的，这棵梨树成了焦点，大家都非常
喜欢它。每次邻村人来我们家串门，
都会夸这棵梨树，“你们家这棵梨树真
好，梨子又大又甜，结得还多”。

八月，梨子快成熟了，个头特别
大，能感觉到梨子的香甜。偶尔晚上
刮大风或下急雨，梨子就会掉落，掉到
下面的水稻田里。我记得有一回，晚
上刮大风，屋后的树林被大风吹得哗
啦乱响。我猜想，一定又会有大一点
的孩子来稻田里拾梨子。每次有人来
拾梨子，我都能从屋里听到踩水声。
我装没听见，随便他们拾，稻田里有很
多蚂蟥，我最害怕这两头都有嘴的吸

血虫子，再想吃梨
也不敢下稻田
里去拾，只得耐
住性子，等大人
早上起来后，拾回
来再品尝。

又到吃梨子的季
节了，嘴里不由得泛起故乡
的梨味。

故乡的梨树
● 聊城 杨琼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