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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修是伦敦的一个老神
父。有一天，教会医院里的一个
老病人生命垂危了， 大夫就请
唐纳修神父过去主持临终前的
忏悔仪式，可那个老病人却说：
“非常感谢神父的到来，但是我
没有什么可忏悔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罪过的。” 唐纳修神父
说。 那个老病人摇摇头说：“这
得需要感谢仁慈的上帝！ 我喜
欢唱歌， 我把我的北爱尔兰音
乐唱遍了整个伦敦， 作为一名
歌手， 我创造了这个了不起的
成就， 现在我只想感谢仁慈的
上帝， 因为他让我度过了愉快
的一生， 并让我用歌声养活了
我的三个孩子， 现在我的生命
就要结束了， 我只想仁慈的上

帝会答应我， 让我的孩子们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吧， 他们的父
亲会为他们骄傲的。”

这个老病人是一个流浪歌
手。此刻，他的所有家当就是一
把木吉他。之前每一天，他的工
作就是在街边或地铁站里把头
上的帽子放在地上唱歌。40年
来， 他如痴如醉地用苍凉的嗓
音感染着每一个听众， 换取那
份应得的、微薄的报酬。在生命
的最后一刻，他没有遗憾，也没
有忏悔， 内心里满满的只有感
激与温暖。

这使唐纳修神父非常感
动， 也使他想起了不久前主持
过的一次临终忏悔。 那是一个
居住在威斯敏斯特的大富翁，
他在临终时也曾对唐纳修神父

声称自己没有什么要忏悔。
那个大富翁这样对唐纳修

神父说：“我从小喜欢汽车，我
研究它们改进它们并经营它
们，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汽车，
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工作，
而且我还从中赚到了很多钱，
所以我只想感谢仁慈的上帝对
我这一生的恩赐。”

唐纳修神父陷入了沉思：
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
不会留下悔恨呢？ 无论是那个
大富翁或这个年老的流浪歌
手，或许他们都做到了，第一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 第二是想办
法从中赚到钱。这样，无论是物
质还是精神上， 都会是一个富
有的人。

■李安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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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策 习作园

首先声明一点———我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长沙人，而“热心
且热情的长沙人” 这一提法并
非我信口开河地自卖自夸，而
是有感而发。

世人尽知湖湘人好呷辣
椒。湖湘人身上还散发着与红红
的辣椒相得益彰的待人热情、一
副热心肠脾气的特点。作为湖湘
人代表的长沙人更是将这种优
良的传统很好地传承了下来。

前几天旅居美国的大表哥
回长沙来探亲。 我的大表哥是
少年离国，乡音冇改。一日 ，我
们相约黄兴中路吃午餐。 坐在
餐厅里的我接到了大表哥的电
话：“耀满哥，我迷失哒方向，会
要暗点啊子（迟点）来。”我问
道：“要我去接不啰？”“不限定
咧 ，我用嘴巴子问就是的噻。”
他倒不急不躁（典型的美国式
乐观）。说起来，这几年长沙的
变化真的大， 高楼大厦放肆地
砌，四路子（到处）都变样子了，
变得越来越漂亮哒。 偶然一次

听到爹爹娭毑辈分的邻居议
论：“出去远点， 就怕找不到回
家的路咧。”“是的啰， 上次我出
去玩唉，还搭帮（幸亏）一个学生
哥哥送我回来的咧。” 一个娭毑
接口道。

你看老长沙对自己居住城
市的变化都无所适从，何况我这
个“新来乍到”的大表哥咧。得，
我就耐着性子等吧。可过了不一
会儿，我透过餐厅的玻璃墙看到
大表哥跟着一个人朝我这边走
了过来，到了门口只见大表哥跟
那人说了些么子（什么），那人却
摆了摆手，转身走了。对此，我感
到有些匪夷所思。

大表哥进来跟我一说，我
才了解情况———原来大表哥在
餐厅所在的商场附近问一个60
岁左右的爹爹这个商场怎么
走。那位爹爹一听 ，眼前一口
标准长沙话的满哥在要去的商
场附近问这个商场怎么走，就
觉得蛮有意思的， 大表哥见状
便如实相告。 爹爹听后高兴地

说 ：“年轻人，那你是回家乡的
客人呐 。” 说完硬要把大表哥
送到目的地。到达餐厅门口，大
表哥要爹爹进来呷点东西，老
人却摆摆手，转身走哒。长沙人
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大表哥
为此感叹道———真的回家哒。

有朋友来长沙， 热情好客
的长沙人必将客人请到家里
来， 准备好满满一桌美味佳
肴———红烧猪脚、剁椒鱼头、粉
蒸排骨，虽然冇得熊掌 ，也冇
得鱼翅， 但主人的热情足以使
你幸福地掉下眼泪， 让你不得
不觉得在长沙人家里做客是一
种福气。“呷、呷、呷……千万
莫客气呐， 实在冇得么子好菜
招呼你 。” 辛苦忙碌哒老半天
的主人会把咯句话挂在嘴边。

热心且热情的长沙人无疑
是历史名城———长沙最好的名
片， 热心且热情的长沙人使长
沙增色不少， 增添了历史名城
的景色、形式和内容。

■黄显耀

吞波揽峰，烟雨苍莽，大江水
横。逶迤万里，西出巴陵，东去绕
台城。云卷千层，怒涛翻雪，雾起
八方空濛。望楚天，茫茫无际，今
夕露寒霜冷。

遥想当年，魏文驻马，堪叹南

北分争。王濬楼船，越锥断锁，天
下归一统。采石矶前，剑戟锋摧，
三吴战鼓频仍。 看今朝， 风流人
物，岁月峥嵘。

■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中学高二 沈疏桐

不为五斗米折腰， 源于《晋
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
腰， 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比喻为
人不庸俗，有骨气，不为利禄所动。

这种不折腰、不弯腰的姿态，
彰显的， 是一个人的骨气和正
气，自然值得赞许和称道。然而，
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时候，需要
适时地弯腰。有人弯腰，是为了
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 有人弯
腰， 是不愿意放弃心中的事业；
有人弯腰，是为获取开启心灵殿
堂的钥匙；有人弯腰，是为了拾起
无价的尊严……

近日， 有个视频一而再在我
脑海里浮现： 天安门广场升旗在
即，三军仪仗队在列队行进中，周
围观礼的人群纷纷挥旗致意。这
时，行进中的升旗手，弯腰捡起了
遗落在地面上的一面小小国旗，
交给了身边的战友。 正是这个简
单的动作，这一本能的举动，将捍
卫和维护国家尊严的传承， 清清

楚楚、 明明白白地融入到了现代
军人的血液里。

众所周知， 国家仪仗队的队
列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在队列行
进中绝对不允许有低头等动作，
但这一次， 护卫队战士为了国旗
不被踩在脚下还是弯下了腰身，
而且弯腰捡起国旗后依然能保证
队形不乱、阵容齐整，这是多么感
人至深的事情。在众人眼里，这样
的弯腰，教人荡气回肠，拥有极至
之美。

烟火生活中，弯腰，是对父母
的尊敬，对同事的谦让，对朋友的
理解，对自己的尊重。而此时此刻
的弯腰，所体现的，是无微不至、
直入心灵的爱国行为。

必要的时候。弯下腰身，感官
上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骨子里却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美丽， 凸显的
是教人肃然起敬、 无可匹敌的智
慧和尊严。

■程应峰

人的一生, 总是会遇到一
些失败与挫折， 当我们遇到失
败时, 都会渴望得到别人的帮
助。相反,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
候,我们也要去帮助别人 ,因为
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 同时也
帮助了自己。

有一个僧人走在漆黑的路
上，因为路太黑，僧人被行人撞
了好几次。他继续向前走，看见
有人提着灯笼向他走来， 这时
候旁边有人说：“这个瞎子真奇
怪，明明看不见，却每天晚上打
着灯笼！”僧人被那个人的话吸

引了， 等那个打灯笼的人走过
来的时候， 便上前问道：“你真
的是盲人吗？” 那个人说：“是
的， 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一
丝光亮， 对我来说白天和黑夜
是一样的， 我甚至不知道灯光
是什么样的！” 僧人更迷惑了，
问道：“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
打灯笼呢？是为了迷惑别人，不
让别人说你是盲人吗？” 盲人
说：“不是的，我听别人说，每到
晚上， 人们都变成了和我一样
的盲人，因为夜晚没有灯光，所
以我就在晚上打着灯笼出来

了。”僧人感叹道：“你的心地多
好啊！原来你是为了别人！”

盲人回答说：“不是， 我为
的是自己！” 僧人更迷惑了，问
道：“为什么呢？”盲人说：“你刚
才过来有没有被人碰撞过？”僧
人说：“有啊，就在刚才，我被两
个人不留心碰到了。” 盲人说：
“我是盲人， 什么也看不见，但
我从来没被人碰到过。 因为我
的灯笼既为别人照了亮， 也让
别人看到了我， 这样他们就不
会因为看不见而碰到我了。”

■李云贵

邻居老陈打了一辈子零工，
看上去土拉八几的， 至今靠做保
洁工人生活， 还加班加点地捡些
纸板度日的人，深藏不露，内核和
外貌形成鲜明的反差， 他的爱好
居然是写诗。

一个干巴老头， 沟壑纵横的
脸没有一点文艺气质。但是，那双
眼睛却是有些深邃， 富含几分诗
意。他在楼下休息闲坐时，那双凝
重的眼睛，望着花坪或者大树，藏
着很多故事和将要抒发的诗情。

我发现他会写诗， 还是一次
偶然闲聊的机会， 我也是半个书
生， 作为教师， 他很喜欢和我交
谈。一次交谈时，他用诗的语言和
我交流，还是韵律诗，我不懂古体
诗，但是听起来，很有韵味。他以
为我懂诗，他高看我一眼，我的眼
镜辜负了他的厚爱。

我们熟络了。 他便和我讲起
了韵律诗的规律，他讲到，五言古
体诗，有句首不起韵，是这样，仄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
仄， 仄仄仄平平。 还有句首起韵

的，诸如此类，老陈俨然一位大诗
人，给我讲学授课，我洗耳恭听。

我问老陈，如何会作诗的？原
来， 老陈年轻时， 在文讲班学习
过。后来，虽然爱写诗，但是，写诗
不能当饭吃，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他只好把自己的爱好隐藏起来，
吟诗作对，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
这一爱好，不管经济条件如何，他
都矢志不渝的坚持，歌以咏志，以
诗抒情。

老陈很乐观，无忧无虑的，有
说有笑，乐于助人，在小区里，时
不时地吟上几句自己创作的诗
歌，生活多姿多彩。

六十多岁的老陈， 如同夕阳
晚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老陈身体倍棒，走路轻快，精神饱
满， 这是和老陈诗歌养生分不开
的。

人不管处于何种境地， 生活
不但要有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
老陈工作即便辛苦， 他却在平凡
中谱写着诗意人生。

■史连永

热心且热情的长沙人

财看见

从爱好中赚钱

讲故事

帮助别人成全自己

永遇乐·长江

趣生活

邻家老人会写诗

非常道

弯腰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