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保持自强不息的本色
山东聊城 李朝敬

《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以此为立身处世的准

则，自觉地保持自强不息的本色。这也成为许

多民族所崇尚的一种高贵的品质。

人可以没有多少财富，也可以无权无势，

但是决不能缺乏拼搏进取的精神。我们必须保

持自强不息的本色，让它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

进，奔向成功。正是在这种品质的支撑下，久

历坎坷的太史公写出了被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

《史记》；现代数学家陈景润攻

克了“哥德巴赫猜想”，撷取了

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居里夫人

最终发现了镭，大大推动了科

学的发展。而缺乏这种品质则

往往导致退化甚至失败。秦始

皇的开国丞相李斯不思奋发图

强，放纵赵高指鹿为马，最终

落了个腰斩东市的下场；青年

时期就名动天下的江淹沉迷于

声色犬马，最后江郎才尽，遗

憾终生。而更多不知名的人们则大多终生庸庸

碌碌，老死户牖，寂然无名。

个人的发展离不开自强不息品质的激励，

一个集体尤其要保持这种拼搏向上的本色。否

则将会造成更大的缺憾甚至极大的损失。勇抗

倭寇、战功卓著的戚家军；积极进取、蝉联世

界冠军的中国女排；横渡三大洋完成环球航行

的麦哲伦船队，如果不是自强不息，积极进

取，他们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而正是因为缺

乏这种品质的激励和支撑，庞大的郑和船队到

了印度洋就返航了，与环球航行的壮举擦肩而

过；中国女排也由六连冠的世界霸主沦落为亚

军、季军甚至多次被挤出四强。就是一个民族

和国家也不能没有自强不息的品质的支撑。继

六世之余烈统一中华的秦始皇嬴政，破关中、

败项羽、定诸侯的汉高祖刘邦，他们都是自强

不息的英雄典范。

九一八、卢沟桥的烽火，经过十四年浴血

奋战，伟大的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

者；从虎门硝烟到新中国成立，百年风云变

幻，中华儿女最终实现了独立自主。靠的是什

么？自强不息。相反，如果缺乏这种品质，不

仅不可能创造这样的丰功伟绩，而且还有可能

走向反面。就像席卷欧洲的蒙古铁骑，不是像

风一样退回草原了吗？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消逝

差不多都是因为丧失了自强不息的锐气，从而

逐步被削弱，削弱，最终灭亡。岂不可悲可

叹？所以说，无论个人、集体还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都必须时刻警醒，保持自强不息的本色。

当前，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奔小康，全民

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发扬优秀的传

统，永葆自强不息的本色是十分必要的。而我

们聊城人素以积极向上，昂扬进取被世人称

道，作为知识青年的万千学子们更应该不待扬

鞭自奋蹄，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迈

进。红日初升，光芒万丈。万千学子，意气扬

扬。君子自当勤磨砺，自强，自强，兴国安

邦。

新时代，新任务，新挑战，新征程。和平

发展四十年，伟大的中华儿女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人间奇迹。然而，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任

务和挑战依然十分艰巨。怎样战胜新挑战，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是摆在当前的重要

任务。这是党和国家的伟大号召，也是我们这

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团

结起来，咬紧牙关，勇敢前驱，踏上新的征

程。

愿我们青春的一代，从我做起，奋发向

上，自强不息，开辟属于我们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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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家 有 两 棵 树 ，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

是无花果树，今天我

要 写 下 那 棵 无 花 果

树。

这 棵 无 花 果 树

龄已有十余年了，是

母亲从城里姨家挪植

到我家院子里的，起

初只有筷子般粗细，

弱不禁风的样子，当

时幼小的弟弟妹妹差

点儿把它连根拔起。

在 父 母 的 精 心 呵 护

下，在春风化雨的润

泽下，不到几年光景

便长得枝繁叶茂，树

干有成年人大腿那么

粗，三米余高，遮盖

了近半个院落。每年

夏天这棵树便会结出

满满一树无花果，父

亲 怕 孩 子 吃 坏 了 肚

子，从不打农药，可

以说是纯天然无公害

的了。这棵树结出的

果子个儿大皮薄，肉

质柔软，甘甜爽口，

惹得邻居家小孩儿结

群排队前来采摘，灰

喜鹊、麻雀等各种鸟

儿也趁人不注意飞到枝头偷吃美味儿，很多个头大

的无花果采摘不及时，都被这群鸟儿啄的只剩一个

空壳。父亲也不忍心把它们赶走，经常念叨着吃就

吃吧，鸟儿也不容易，就像农民这一辈子一样，辛

辛苦苦不就为了有一口饭吃。

每逢周末，只要单位不加班，我都会驱车带妻

女回老家看望父母。父母辛劳了大半辈子，儿女都

成家立业，不在身边，难免有些想念，隔三差五便

打电话要我们兄妹三人带孩子回家看看。一回到

家，父亲便高兴的拿起竹竿给女儿甜甜摘无花果

吃，甜甜兴奋极了，拿着小筐子在树下捡果子，不

一会儿功夫筐子便满了。由于没有打药，只需用清

水一冲便可享受美食了，甜甜也毫不客气，一个接

一个地往嘴里塞，吃的小肚子囫囵圆。父亲说无花

果养人，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能够提高人体免疫

力，具有润肺止咳、消肿解痛、清火明目、开胃助

消化等功效，老少皆宜。无花果成熟的季节，每次

我们临回城里时，父亲总会挑一些个头大的无花果

给甜甜，让她解馋。

时值三伏天，酷暑难耐，父亲怕孩子受罪，打

电话说就不让我带孩子回家了，他亲自来城里看孩

子，一大早专门采摘了一筐上好的无花果整整齐齐

放在筐子里，生怕挤坏了。看着父亲提着一个布兜

满头大汗地进家，心里一阵酸楚，都说儿行千里母

担忧，父亲就是我们身后那座无言的大山，不管你

走到哪里，身在何方，不管你是高居庙堂，还是穷

困潦倒，只要你一回头，父亲的影子就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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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暑假带孩子到云台山旅游了一次。回

家后的感觉只有一个字：累。

两天的行程，有一天的时间在大巴车

上。第一天上午从莘县到云台山，坐车五个

多小时；第二天下午从云台山回莘县，坐车

又是五个多小时，除了在高速服务区各休息

了两次以外。去时，大人们一开始还聊几句，

后来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看窗外的

风景。孩子们很兴奋，吵吵闹闹，但也就半个

多小时，也和大人一般无二了。我在出发的

时候带了两本书，我看一本，孩子看一本。不

过孩子兴致不在书上，一会儿看看书，一会

儿看看窗外急速向后退去的风景，一会儿靠

在车窗眯会儿眼睛。倒是我，把一本科幻小

说看了几十页。返程的路上，累了两天的大

人孩子，都呼呼地睡着了，我和儿子也不例

外。孩子们手里抓着大人给买的玩具，或靠

着，或扶着靠背，或躺在父母的怀抱里，一脸

满足地睡着，有的还流出了口水。或许他们

在梦里会重新回到旅游的地方，重新下到小

溪里玩水。五个多小时的行程，睡觉占去了

百分之九十多的时间，直到下了莘县南的高

速，大家才精神起来，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下

车。在云台山，大部分时间是在爬台阶、下台

阶，一级又一级的台阶，让人迈步的速度越

来越慢。从山下向山上望去，或隐或现的栈

道弯弯曲曲伸到山顶，看不到头的台阶一级

连着一级。从山下到山上，爬了多少级台阶，

没有计算；从山上到山下，又下了多少级台

阶，也没有计算。无论上山还是下山，身体像

有无数个泉眼，汗珠从身上各个部位不停地

涌出来。山上也有阴凉的地方，歇歇脚，身上

的汗还没有完全消失，就又开始了向上攀

登，或向下返程。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腿麻。

晚上吃完饭回到旅馆房间，简单地洗刷，躺

在床上，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当然有时候

也不做梦，一觉睡到天亮。返程的时候尽管

在车上已经睡了一觉，回到家，一放松，又睡

了两个多小时。旅游的时间越长，两条腿越

累。本来应该是享受的事，居然搞得这么累！

可是我们还乐此不疲，有人一年出去旅游好

几次呢。

我问过不少人外出旅游有什么收获。有

的人说，净看人了，景点没看多少，收获就是

手机里几十张、上百张甚至几百张有用或无

用的照片。有的人说，看了看自然风景，净化

了一下心灵。我接着问这净化的心灵能保持

多长时间？他笑笑，说没准头，有时一两天，

有时就看风景的那一会儿。还有人说，到文

化圣地旅游能学到很多知识。我问他都学到

了什么？他就把拍的照片给我看。我说你这

么多照片保存多长时间，经常看吗？他说保

存的时间倒是不短，不过看的时候不多。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旅游时拍了很

多照片，有人物，有风景，甚至还有导游的讲

解录音。这些东西保存在电脑里，占据了不

小的空间，但我很长时间都不看第二遍。以

前旅游时看到的听到的很多东西，现在早忘

得一干二净。可再次旅游时还是会不停地拍

照和录音。累并快乐着，是人们对旅游最大

的体验。之所以我们对旅游坚持不懈，是因

为每次旅游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朝圣之

旅、心灵之旅。朝圣，不一定是朝拜神仙圣

灵。尽管景点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庙宇，寺

庙啊道观啊，几乎所有的景点上都有，供奉

着这样那样的神仙。尽管有不少人到了寺庙

道观总会烧香磕头膜拜，但我觉得他们旅游

的目的并非在奔着某个庙宇或神仙去的。我

说的旅游是“朝圣之旅”，更多的是指人们对

心中一种向往的追求。带着一个美好的憧

憬，对景点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的美好向

往，带着简单的行囊，或独自一人，或呼朋引

伴，或拖家带口，不辞劳苦直奔目的地。无论

行程多少时间，心里充满的都是愉快、兴奋

和期待，甚至还有些焦急与不安。兴奋的是，

我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就要看到自己早就

想看的风景；不安的是，我们不知道实际看

到的风景与我们心中的想象、广告的宣传画

是不是一致，看到的风景会不会让我们失

望。人们不是常说嘛，“看景不如听景”嘛。很

多时候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听人家说某

个景点多好多好，可等我们到了那里一看，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失所望。但是，每次的

失望总能激起我们更大的期望，期待着下一

次与美景的相遇，让我们去更多的地方，看

更多更美的风景。旅游的人，上有八十多岁、

拄着拐杖的老人，下有两三岁的孩子。有的

老人，身体吃不消，走一会儿就要歇一歇，但

还是坚持爬山。有的爬到半山腰，就不再走

了，就地休息等着孩子们。有的老人坚持爬

到山顶，然后再在孩子们的搀扶下，慢慢下

山。爬山的老人，精神都很好，眼睛发亮，像

小孩似的，对山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与兴

趣。小孩子的兴致更多的是在玩具上。一把

水枪，让他们在小溪里玩得忘记了爬山的劳

累。浅水区是孩子们的乐园。光着脚，或穿着

鞋，在凉凉的水里跳来跳去，相互泼水，即使

身上都湿透、父母吵骂，依然玩得没够。最后

都是被父母死拉硬拽带走的。我见到过不少

三四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鼓励下，坚持上到

山顶再下来，累了就歇一下，却从不让父母

抱一会儿。当然，那些更小的孩子就不行了，

累了困了，在父母怀里就美美地睡着了。有

人旅游喜欢看山，去山区比较多；有人喜欢

看水，去海边比较多；还有人喜欢广袤的草

原、森林，于是就去了内蒙古、新疆等地方；

有的人喜欢人文景观，就去看那些石刻、石

雕、壁画、展览、博物馆、纪念馆。还有些人的

旅游，好像漫无目的，开车一路走一路看，走

一路看一路，回家的时候再走不同的路线，

看不同的风景。无论看什么，基本上都能尽

兴。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向往不同、目的不

同，即使是同一个旅游团、看同一个风景区，

每个人的感受与收获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

看云台山，有人为看到那里的猕猴而兴奋不

已，有人为品尝到了当地特产而自豪，有人

为看到红石峡而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

有人为喝到云台山上不老泉的水而神清气

爽，有人因为在山上让道观的道长给解了解

签而幸福倍增，有人因为在山顶的同心锁上

挂了一把刻有自己和爱人的姓名的铜锁而

一扫登山的劳累，而我则因为没有看到期盼

已久的大瀑布而有点失望，但看到孩子脸上

兴奋的表情，我的失望又无影无踪了。

每一次旅游，我们都会对自我和现实进

行或浅或深的思考，无论我们是否自觉，是

否意识到。看着辽阔的大海和草原，看着高

高山顶飘过的朵朵白云，看着重峦叠嶂的山

脉峰峦，看着飞禽走兽在山中自由自在地生

活，我们禁不住会想到自身，想到自己的生

活，想到自己的事业，想到自己的过往与未

来。向大海学习，向草原学习，向山脉峰峦学

习，向飞禽走兽学习。向它们学习什么，每个

人未必能说的清楚，但它们总能让我们思

考，思考人生与梦想，思考自己与世界，总能

给我们以启迪，让我们思有所得、思有所获。

每次思考，我们都是在发现自己，重塑自我。

有人说，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这未尝不

是旅游的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每一次旅游，都是一次心灵之旅。抛掉

一切杂务，一个人，几个人，带着美好的心情

到一个自己心仪已久的地方去放松自己。风

景也好，人文也好，都是陶冶心灵的妙药。虽

然身体有点累，但心灵是清净无暇的。没有

了世俗事物的烦扰，获得属于自己独有的内

心的宁静与安稳。大山，湖泊，大海，草原，蓝

天白云，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化为迷人的

精灵，环绕在我们周围，与我们的心灵同呼

吸共欢歌。每一片树叶，每一块石头，每一声

鸟鸣，都仿佛充满无穷的力量，把我们满是

杂芜的内心涤荡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一

刻，整个景区都属于我们，整个世界都属于

我们，我们是多么幸福！经历过，辛苦过，才

懂得幸福的甘甜和宝贵。来一次“说走就走

的旅行”固然让人向往，但趁节假日来一次

有计划的旅行，也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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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哥是我们这所只有十几位教师

的乡村小学中年龄最大的。因为我

们 学 校 规 模 小 ， 人 员 构 成 也 单 纯 ，

没有大单位里人际关系的盘根错节、

枝缠叶绕，所以日常生活中，只要

不在教室里，我们这些老师都以兄

弟姐妹称呼。

朱哥是我们对他的文雅称呼，背

后我们都偷偷喊他“朱大傻”。这是

因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朱哥做起

事来反应迟钝，呆头呆脑，充满十

足的傻气。可我与朱哥一起工作十

几年，总觉得他不是真傻，而是傻

中充满善良与智慧。

朱哥所住的小区与我所在的小区

离得很近。前几年，每到初冬时节，

空中不时雾霾弥漫，严重时遮天蔽

日。这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

也使人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降低

雾霾的危害———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记得初冬的一天早晨，起床后发现

外面大雾弥漫，我习惯性的打开手

机，看看是否政府发布了限行措施。

果不其然，政府的单双号限行措施

使 得 朱 哥 的 私 家 车 那 天 不 能 上 路 。

我和朱哥平时一块上下班的机会多，

有时我们一起骑行变速车在上下班

的路上驰骋；有时冬天为锻炼身体，

故意坐公交车，下车后快步走二三

里地到学校，身体微汗，暖和又强

健身体；更多时候，我们俩拼车上

班 。 那 天 早 上 知 道 限 行 的 消 息 后 ，

我第一时间打通朱哥的电话。朱哥

听得很认真，询问的也很仔细，从

限行时间到限行路段，以及当天我

们如何一块去上班。这本是一件平

常事，几天后，我从某同事口中得

知，其实那天朱哥比我先了解到因

雾 霾 而 限 行 的 消 息 。 我 不 禁 错 愕 ：

那天我给他打电话时，为什么不果

断告诉我此事，而是一再仔细询问细节问题呢？我不得其解，只

能简单把此事归结为他的痴愚。后来反复考量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发现朱哥傻中有智慧：第一，如果那天朱哥断然告知我他已知

限行之事，一定会让我失望，使我想助人的热情大打折扣，不如

让我好事做到底。第二，按照以前约定，限行当天应该朱哥开车，

实际情况是那天他的车不能出行，这事最好由我提出开我的车上

班，比他提出此事要好得多。由于那天我有机会“助人”，所以特

别“为乐”。觉得神清气爽，兴奋之情充溢全身。给人充分表达与

展现的机会，这也是对友善与关心的一种悄无声息的尊重。

朱哥不仅在学校特别“傻”，在家有时也“傻到家”。前几天，

在超市碰到朱嫂，她愤愤地给我讲述了朱哥做的“傻到家”的一

件事，让我“嗤嗤”笑个不停。朱哥家的燃气灶坏了，只好给维

修点打电话让他们上门维修。朱哥应门铃声开门后，发现上门来

的师傅是个中年男师傅，戴一顶大遮盖的帽子，见到朱哥后，随

手把帽子的遮盖拉得很低很低。朱哥不知为何，连忙喊来朱嫂照

看维修，他说有急事匆匆的下了楼，半天没有回来。维修师傅走

了很长时间后，朱哥才磨磨蹭蹭的回家。朱嫂大惑不解，询问有

何事这么急匆匆的走慢悠悠的来。朱哥回答，上门维修的师傅是

他姥姥家多年不联系的远房亲戚，前几年一直在某乡镇政府上班，

因为贪污单位钱款入狱，出狱后没了工作，生活很是狼狈。朱嫂

听到此事后大发雷霆：既然是亲戚，到了我们家为何不好好招待？

朱哥一直沉默不语，不想多作解释，朱嫂也只好把此事归结为自

己男人的“傻”。朱嫂给我讲此事后，我突然顿悟到朱哥在此事中

“傻”的智慧：人在快乐时，往往渴望与亲朋好友相聚分享，悲伤

落魄时往往愿意偷偷躲藏起来独自承受，很少有成年人愿意让亲

人朋友看到他心上的伤疤和灰垢。试想，有哪位男子汉愿意让亲

友看到自己末路的苍凉？亲戚即便来到自己的家中也最好不相认，

那是留给一个人最后的尊严。

这个世界真傻子不多，有一个半个的傻子也是装傻，傻中有

善良，也有无奈。其实认真想来，朱哥的傻中还闪烁着智慧的光

芒，他是名副其实的装傻。

在 墙 上
山东聊城 张镜宇

乡下的风是暖的。远远的，村口飘出

几声细微的鸡鸣，像是雏鸡的呓语。我坐

在院里的板凳上等着他来。

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

王家村当村官，确实给了我当头一棒。不

过也好，逆境出奇才，不是吗？

王家村是县城里有名的贫困村，村

里大多数人家几辈甚至祖辈都是贫农。

“新官上任，要早早熟悉环境呀！”我自言

自语道。

入村以来，他是我见过的村里出了

名的贫困户，祖辈就贫穷，一辈子平平淡

淡，清清白白。远远地借着晨光，他盯着

村口那面旧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哗，哗”，他挥起那把大竹扫把，照着村

里新铺的水泥路卖力地扫了起来。水泥

路不长，他干的却十分卖力仔细。等到日

上三竿，别人都在田里劳作起来，他才握

住扫把站在路那头，眼神一直瞟到村口。

“嗯”，他大呼一口气，拎起扫把，满意的

朝着这边走来。

“嘿，老哥。”我叫住他。

“啥？你叫俺？”他像是一惊，呆呆地

看着我。

“天天扫？不用这么勤，叶子天天落，

扫不干净的，不如腾出时间，多理理田，

做做农活。”我说。

“没事儿，没事儿，天天扫，天天净，

俺看着心里舒坦。”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

笑，拾起扫把，“走了啊”，大步向家赶。

我又见到了他，依旧是那个时间，那个身

影。看到我在看他，他怪不好意思的，走

过来，冲我一笑，“看到村口墙上的字了

吗？新印的，上面说‘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问题

让我一惊，心里嘀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我能不知道？最近村里响应号召

印上的。

看我正想着，他继续说道，“俺家呀，

几代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什么都见过啦，

俺爹给俺说，俺爷爷是农民，抗日的时

候，这墙上贴了征兵告示，号召当兵打鬼

子，俺爷爷去了。走的时候给俺爹说，墙

上的字儿准没错。后来又是‘交足国家

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又是

‘庆祝改革开放’。俺们家都认真记，认真

听，一直没出什么错。这不，最近又有人

来印红字，俺看着是爱国。俺知道啥是爱

国，俺爷爷打鬼子，爱国，可是，俺不知道

做什么，俺就问那印字的，他说，‘你多干

干活儿，多帮帮大家扫扫地，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爱国啦。’他说的俺也

不懂，俺就会扫扫地，反正听墙上的准没

错儿。”他一口气说完，脸上渐渐红润起

来，豆粒大的汗珠在他的皱纹间翻滚，滑

动。

“哦，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行，你做得对！”我轻轻拍了拍了他。

他眼里忽得闪过一道光，“你说俺说的

对？对就行，他们都说俺憨，笑俺，哈哈，

主任说对就行，俺就知道没错，行了，俺

走了。”他拎起扫把，冲我轻轻弯了下腰，

便离开了，不容得我邀他坐下喝一碗水。

他很干脆，就像一口气喝干了一碗酒一

样爽快。

我慢慢走到村口的那面墙前，驻足。

村里最近新铺了路，又通了电，新修了瓦

房。这面墙也重新粉刷过了，洁白的墙面

上印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一

旁的公告栏上，大大小小的告示，贴满了

这个小乡村的未来。“听这面墙的，准没

错！”我想着。

村里渐渐开通了网线，像是鸡蛋壳

裂了一道缝似的。这个封闭的小山村鲜

活了起来，路上渐渐有了小汽车，一辆接

着一辆，驶进了大家的梦里。

天阴沉沉的，印字的宣传员和往常

一样准时，公告栏前人声鼎沸，人们交头

接耳地谈论着什么。想看一看又有什么

新消息，顺着人声过去，“今日新闻：王家

村村民勇救落水儿童，践行并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家的赞扬

声中，我默默闭上了眼，你终将自己挂在

了这面墙上，你说过爱国同扫地一样很

简单，用心做就是了。“听这面墙的，准没

错！”看着微风吹拂下的告示随风飘动，

脑海中浮现的是你朴素的笑脸，破天荒

的今天没听到你扫地的哗哗声。

雨后，混着泥土香味儿的乡下的风

很清凉，我再没能见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