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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喜欢讲“斗争”，我不
喜欢。 与外部世界的斗争，自己
内心的斗争，我都不喜欢。 我把
世界区分为两个部分： 我喜爱
的，我蔑视的。只有蔑视，没有斗
争。 斗争，自己就成了斗争的一
方，这是不必要的。基本上，我在
自己喜爱的世界生活，全部情感
都投入这一部分。人不妨丧失仇
恨的能力， 但不能丧失爱的能
力。爱使我们在最阴沉的暮色里
仍然散发着绚丽的光芒。

爱无非是以一种怜惜的态
度看待一切美好的事物，若能不
与得失相关，也就没有负担。 爱
中有珍惜，有仰望，也有怜悯。

现实
路途中、公共汽车上、商店

里、工作场……任何地方，瞥见
一个美好的人和物，遇到一件善
良的事， 就觉得世界的样子变
了， 心中多了一份感动或喜悦。
反之亦然。 这和在音乐中、在绘
画里、在书中的相遇，情形和情
绪的强烈很不相同。 因为，艺术
的虚构世界其实离我们很远，而
在身边的， 却是血肉相连的现
实。

花
别人家院里的花开得好，不

妨驻足看一看。不是所有主人都
有闲情逸致看自己家的景色，有
人种花，觉得是个摆设，就像上
班必须西装革履一样。观景如读
书，放开杂念，忘掉时间，全心投
入。 在公园里，如果某一处小景
致特别喜欢， 坐在那里半天，胜
过巨细无遗地全部走一遍。所谓
拥有，并非占有，而是能够欣赏。
东坡说过类似的话。

对话
美好的下雨的早晨。
———还下不下?

� � � � ———看看外面有没有打伞
的?
� � � � ———嗯，看见了，没打伞，一
只麻雀。

魏禧名言
清人魏禧的名言：“事后论

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
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
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 ”

话说得漂亮， 但是否如此
呢？ 想了很久，没想明白。

徒然草
吉田兼好《徒然草 )里有两

段话。 一段是：“一种毛病或习
惯，如果改了并无益处，那就不
改为好。 ” 另一段：“一件事，如
果一直犹豫要不要做，那就不要
做。 ”这么多年，潜意识里，大概
受其影响，发现不少时候就是这
么行事的。

良知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里

讲了一个故事：王守仁的弟子
有一次半夜捉到一个小偷 ，便
对小偷讲“良知”的道理。 小偷
笑着问：“请问，我的良知在哪
里?”当时天热 ，王的弟子先请
小偷脱掉外衣 ，再请他脱掉内
衣。 小值都照办了。 接下去，让
小偷脱掉裤子， 小偷不干了。
犹豫着说：“这恐怕不妥吧 。 ”
王的弟子对他说 ：“这便是你
的良知。 ”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孩子
的培训费马上要交了， 快到期的房
子按揭贷款还没还上， 突然老家打
来电话， 说老父亲生病住院急需一
笔钱……这个时候， 你的大脑一片
空白， 像是打开多个程序的老式电
脑，一下子死机了。

当我们处于金钱匮乏时， 我们
的大脑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更准
确地说， 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思维方
式。

每年收获前的日子， 对印度泰
米尔纳德邦的甘蔗种植户来说，都
是青黄不接的季节。 这个时候，他
们通常别无选择， 只得借贷或典当
物品来支付账单。 在 2004 年，又是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 一个由哈佛
大学心理学家赛德希尔·穆莱纳森
带领的研究团队来到这里实地调
查， 给 464 名蔗农做了智商测试。
几个月后， 当这些蔗农收获了甘蔗
并拿到了钱后， 研究团队又让蔗农
做了一次智商测试。

这些蔗农的日常生活以及饮食
习惯在这几个月中都毫无变化，唯
一变化的就是对金钱的担忧。 研究
人员发现， 蔗农们对金钱的担忧会
影响他们的智商， 这些蔗农在收获

前因为资金紧张， 其智商测试结果
会比收获后低十几分———这就足够
将他们的智商归到另一类， 从智商
正常变成傻子。

这种变化不单单发生在印度的
蔗农身上， 这些研究人员在美国新
泽西一家购物中心访问 400 名购
物者， 并把他们置于几种可能遇到
的财务问题场景， 如支付汽车修理
费。 实验发现，当修理费较低时，也
就是 150 美元时，无论是月入 3000
美元或是月入 5 万美元的人， 在一
项被称为“瑞文推理能力测试”中，
也就是测试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测试， 所有人在测试中都
表现得很好。

可是，当得知修理费高达 1500
美元时， 收入较高的参与者得分没
有变化， 而那些收入较低的参与者
在测试中的表现就比原先差一大
截。 要知道，这并不是真实的账单，
而是假想的账单， 即使没有真实的
花费， 但对金钱的担忧对人们的认
知能力仍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这些结果， 心理学家穆莱纳
森这样解释， 为金钱担忧的人，大
脑中很少有空间去关注其他事物。
稀缺会抓住大脑， 令人们的视野变

得狭隘， 降低我们的洞察力和想象
力， 使人缺乏前瞻性。 注重长远利
益的决定需要认知资源， 而贫穷会
减少我们可以利用的认知资源。

对金钱的焦虑会导致智力显著
下降， 这就像一个人被迫一晚上不
睡觉， 第二天很难正常思考。 在穆
莱纳森等人的研究中， 缺钱对思维
的影响和整晚不睡的影响有 80%
是相同的。

当人们察觉到缺乏某种东西
时， 他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无
论缺的这个“东西”是时间、金钱还
是食物。 你越为钱发愁担忧， 就越
不能做出摆脱贫穷的正确决定。 过
去人们经常把贫穷归咎于个人或环
境的原因。 事实上， 贫穷损害了人
的认知功能， 限制了对未来的想象
力， 这会影响一个人做出合理决策
的能力，并发展成为持续贫困。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上世
纪 20 年代曾亲身经历过贫穷，对贫
穷有深刻的认识。 奥威尔在《巴黎
伦敦落魄记》 中记叙了他混迹于流
浪汉中间， 在餐厅后厨当小工的经
历。 他在书中写道：“贫穷的本质，
就是摧毁未来。 ”人在穷困的时候，
既看不到未来，也想象不出未来。

对金钱的担忧 女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的
课堂作文题目是：“写下自
己心中的愿望”。

晚上， 这个女老师开始
检查学生们的作业，其中一
个孩子的作文让她顿时黯
然神伤。 她把这篇作文反反
复复看了几遍。 她并不是在
找其中的错误，而且有没有
错误现在并不重要。

这时， 女老师的丈夫走
进了房间， 见到女老师痛心
疾首的样子，莫名其妙地问：

“你怎么了，亲爱的？ 怎么这
么激动？ ”

“你看看吧。 ”女老师边
说，边把那个作业本递给了丈夫。

“亲爱的上天， 我不愿
让您为难 ， 我只有一个请

求 ： 您把我变成一个手机
吧， 哪怕只是一会儿也行。
我希望我的家人每天晚上
都能陪陪我，每次能听我把
要说的话说完， 别打断我；
希望爸爸下班后，能问问我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有意思
的事；希望妈妈在我不开心
时，能给我一点儿鼓励和安
慰。 可遗憾的是，他们只喜
欢看手机。 我要是一个手机
该多好啊，这样我的爸爸妈
妈就能多看我几眼了。 ”

“可怜的孩子！怎么会有
这样的父母！ ” 女老师的丈
夫义愤填膺。

女老师抬起泪眼望着丈
夫，说：“亲爱的，这是咱们
儿子写的……”

愿望 □李冬梅 编译

点滴 □小青

■哥伦比亚大学珍妮
特·克里等人的研究显示，
本科以上高学历的母亲生育
早产儿或低出生体重儿的概
率更低，婴儿出生时的健康
状况更好。 究其原因，本科
以上高学历母亲在怀孕期间
吸烟的概率较低，接受产检
的概率更高。 上大学使她们
养成了有利于孩子健康的好
习惯。

这项研究让人们关注到
教育带来的好处。 芝加哥大
学的迈克尔·格林斯通等人
研究发现，股票、债券等金
融投资所能获得的平均收益
远不及上大学所能获得的收
益，人们很难找到比让自己
接受高等教育更有利的投资
项目。 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
本人有益，下一代也会从中
受益。 可以说，对社会和个
人而言，教育均是回报率最
高的投资之一。

■塑料已经无处不在。
而最近的研究是， 它能进
人大气循环、伴随降雨，遍
布人迹罕至之地。 最近，美
国《科学》杂志发表一项研
究称：“4%的可识别尘埃
颗粒都是塑料。 每个样本
里都有，五颜六色的。 ”美
国犹他州立大学环境科学
家、研究第一作者珍妮丝·
布拉尼指出， 西部保护区
约占美国总面积的 6%。这
意味着， 美国全国每年产
生的微塑料沉积物 ， 约合
33 亿个塑料瓶。

■高尔夫球表面布满相
同规格的小坑，有 300-500
个之多，每个坑的平均深度

约为 0.025 厘米。 我们常见
的球类大多数表面都是光滑
的， 为什么高尔夫球的表面
会布满小坑呢？

高尔夫球表面的小凹
坑 不 仅 可 以 减 少 空 气 阻
力，还能增加球的升力。 飞
行中的球 ， 其表面会吸附
多层空气，统称为介层 ，这
是由于球与空气之间的黏
滞性造成的。 光滑的球在
空中飞行时， 其介层在经
过球的直径区域时， 便会
从球面剥离 ， 同时在球后
产生面积很大的旋涡区 ，
使得球体前方所受压力比
后面大。 对于高尔夫球来
说，由于其表面布满小坑 ，
空气介层可以紧贴在球体
表面， 因此在球体后方形
成的 旋 涡 区 面 积 较 小 , 所
以球体前后压力差较小 ，
球体所受的压差阻力也较
小 。 因此 ，高尔夫球的“麻
子脸 ” 反而成就了它飞行
上的优势 ， 在空中展现出
更远更美的弧线。

■ 民 政 部 数 据 显 示 ，
2009 年底，中国尚有 1464
个县 ，855 个市辖区，2019
年末，已缩减至 1323 个县，
市辖区数量却增至 965 个。
过去十年间， 全国共撤销了
141 个县， 同期增加了 110
个市辖区。

专家认为，此现象背后
的根本推动力是中国不断
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也是城
镇之间联系不断紧密的结
果 。 这虽然会带来颇多利
好，但仍需警惕不合理的撤
县（市）设区可能导致“消化
不良”。

从今年 1 月中旬发现第一例新
冠病毒肺炎感染者，到 7 月 1 日为
止 ，半年的时间里，含“钻石公主
号”豪华邮轮在内，日本确诊的感
染者总数累计为 1.96 万人， 死亡
989 人。相比欧美国家，日本属于模
范生。

英国 BBC 在总结日本模范成
绩的经验时， 特别提到了一点，说
日本人习惯于在家门口脱鞋，使得
沾染在鞋底的病毒不会被带入家
中，大大避免了家庭内受感染的风
险。

确实，在日本，无论是进家门，
还是进寺院，大家都要脱鞋。 去旅
馆入住， 进稍高级的料理店吃饭，
脱鞋是必须的动作。 甚至有的公司
进办公室也脱鞋。

那么， 日本人的脱鞋习惯是怎
样形成的？ 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我先从“境界线”说起。 在日本
人的意识与价值观中，一切事物都
有“境界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
不能做。 什么地方能进，什么地方
不能进。 譬如，“红灯不能闯”，这一
条行为“境界线”，在日本是从幼儿
园开始进行教育的，而且是把孩子
们带到红绿灯的现场进行教育与
演练。

在神社或寺院， 都有鸟居、山
门作为“圣界”与“俗界”的境界线。

而在家里， 家门就是一个“境
界线”，门外称为“外（そと）”，门内
称为“内（うち）”，门外的东西不可
轻易带入门内，这是日本人的一个
基本意识，这个意识也导致日本人
不会轻易邀请别人到家里来，也因
此，日本没有欧美人那样举行家庭
派对的习惯。

正因为日本人的意识与价值观

中有这么一条“境界线”的概念，因
此，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认为，鞋子
必须放在“门外”， 而不能穿着进
屋。 从神社与寺院的“境界线”延伸
到家的“境界线”，古代日本人产生
了“门内”“门外”两个世界的遐想。

日本民俗学解释说， 早在日本
的绳文时代（约公元前 10000-公元
前 300 年，日本的新石器时代 ，因使
用绳纹式陶器而得名）， 日本古人
诞生了“穢れ”思想，认为大地是属
于“黄泉之国”，是走向死亡的“不
净”世界，而家是属于“圣域”，不能
遭受“不净”之物的侵入。 因此，在
日本过去的木造住宅中， 我们可以
看到围墙、门、玄关、门庭等结构，
这些结构都是为了防止“不净”之
物的侵入。

而“不净”世界与“圣域”之间，
用什么作为“境界线”呢？ 那就是
“沓脱石”。 这块“沓脱石”就放在门

外或者玄关旁边。
所以，坐在“沓脱石”之上把鞋

子脱掉，光脚进屋，不是日本的“现
代文明”，而是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形
成的习惯， 而且这种习惯带有浓郁
的宗教思想的色彩，因此，也具有一
定的传统约束力， 成为日本社会数
千年不变的价值观， 成为日本人身
上的一种 DNA。

当然， 日本人这个传统习惯
的形成， 也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
关。 日本传统的住宅都是榻榻米
房间，而且日本人在古代，以穿木
屐、草鞋为主，欧洲人的皮鞋是明
治维新之后才引进的。 加上日本
是一个多雨的国家，因此木屐、草
鞋容易沾染泥土，如果穿着进屋，
就容易弄脏榻榻米 ， 也就容易弄
脏家这一个“圣域”。 所以，脱鞋进
屋并且洗脚 ， 成为日本人的传统
习惯。 而这一习惯保留至今。

老马新出了一本书，在
朋友圈里签名售书。 我很喜
欢老马的文字， 常拿他的文
章作为范文， 教学生们写作
文。 便一下子买了 30 本，打
算每个学生送一本。

老马收到名单，问我，这
些人还都是学生吧？

我从没有告诉过老马，我
是老师， 这次也没有告诉他，
这个名单都是我的学生。他是
怎么知道的？

老马回复说，我看这些
名字，猜想他们应该还是学
生。

从一份名单里， 怎么就
能看出他们是学生？ 我虽然
带过好几茬学生了， 还真没
注意过，他们的名字里，竟然
暗藏着什么信息。

老马解释说，你发来的
这个名单 ， 名字个个都很
大气 ， 也很洋气 ， 有的名
字 ，用字还很怪癖 ，这很符
合近些年父母们给子女取
名字的特征 。 老马继续诠
释说 ， 我估计这些孩子的
年龄应该在十来岁 ， 他们
的父母在 30 至 40 之间 ，
这一代年轻父母 ， 都是改
革开放之后出生和成长起
来的，文化层次都比较高 ，
对生活的品质要求也比较
高 ， 体现在他们给孩子取
名字上，就是有新意 ，不落
俗套 ， 比较喜欢一些有文
化气息、有意味的字眼。

我细看这组名单，还真是
这样。

老马又跟我讲起一个奇
人。

他说， 他认识一位在集
团公司里管人事的朋友。 那
位朋友有一个很特别的本
事， 就是仅仅从单位的花名
册中， 就能够大致看出各个
下属公司员工的年龄结构。

因为他发现， 每个年龄段的
人， 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那个
时代的特征。 比如名字“胜
利”、“国庆” 这样的名字，就
大多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生
人。 名字中带“军”、“荣”、
“文”等字眼的，就大多是 60
年代出生的人。

我提出疑问， 你说得固
然没有错，但是，任何时代，
都有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父
母， 也都有喜欢标新立异的
父母，他们给子女取名字，就
会与众不同， 你就很难仅仅
从名字中， 看出他的年龄和
所处的时代。

你说得对。老马说，我也
提出过同样的疑问。 我那位
朋友分析得对， 单独的一个
个体， 你未必能从他身上看
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就像一
个单独的名字， 你也可能很
难看出他的年龄、 文化和背
景，但是，一组名字，一个群
体，就一定有它的时代共性，
它们就一定会被打上深深的
时代烙印。

老马又举了个例子。 你
将你发来的这组名单， 与他
们的父母名单放在一起，对
照一下，你就会清晰地看出，
他们的名字有多么不同，而
从两组名单中反映出的时代
气息，又是多么不一样了。

最后， 老马深有感触地
说，一个人和他的名字一样，
可能是独到的，奇特的，甚而
是别出心裁、桀骜不驯的，但
是，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融
汇在芸芸众生之中， 他就不
可避免地带着鲜明的时代印
记。

个体如尘埃。 你是哪个时
代的一粒尘埃， 你就难逃那个
时代的烙印。

名字是这样， 一生也是
这样。 几无例外。

姓名背后的时代
□麦父

日本人为何进屋要脱鞋？
□撰文 / 供图 徐静波

我喜爱的 我蔑视的
□张宗子

可以肯定的是， 宋朝没有木
瓜和榴莲。

《诗经·卫风·木瓜》 写道：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姑
娘从树上摘下一只木瓜， 往小伙
怀里扔去； 小伙从腰间解下一只
美玉，放到姑娘的手里。这是周朝
人民创作的情诗， 说明周朝已有
木瓜，宋朝当然更有，怎么能说宋
朝没有木瓜呢？

原因很简单，《诗经》 里的木
瓜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蔷薇科木
瓜，有短柄，像菜葫芦，星星点点
悬挂在枝叶间，果皮硬，果肉酸，
切开果肉， 种籽散布在五角形的
空间内，仿佛切开的苹果。而我们
现在吃的木瓜却是番木瓜， 体形
偏长，像椰子一样聚集在树干上，
硕果累累， 芳香甜美。 番木瓜是
17 世纪从墨西哥引进的，所以宋
朝的木瓜只能是土生土长的蔷薇
科木瓜。

蔷薇科木瓜俗称“宣木瓜”，
能在北方种植，味道酸涩，宋朝人
一般不生吃。怎么吃呢？晒成木瓜
干，熬成木瓜汤，或者加糖加蜜，
做成木瓜蜜饯。

榴莲也是外来水果， 郑和下
西洋之前， 中国古籍中从来没有
榴莲的影子。郑和下西洋以后，他
的两个随船翻译分别写了一本介
绍东南亚风光的小册子， 一本是
《瀛涯胜览》， 一本是 《星搓胜
览》， 都提到了榴莲的形状 、大
小、味道和吃法。 那时候，榴莲被
写成“赌尔焉”（有的版本误写为
“赌尔马 ”）， 是用汉语对马来语
的音译。 众多周知，在马来语中，
榴莲的发音确实很像“赌尔焉”。

榴莲的果皮臭不可闻， 所以
郑和的翻译马欢将榴莲描述为
“一等臭果”、“若烂牛肉之臭”，

但是“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
块， 甚甜美可食”，“其中更皆有
子，炒而食之，其味如栗。 ”榴莲
的果肉又大又多又甜美， 连种子
都能炒着吃， 跟糖炒栗子一样美
味。

查《明史》、《清史稿》以及十
三行贸易档案， 从郑和下西洋到
清朝末年， 东南亚诸国的商船和
朝贡队伍源源不断地将土产运抵
中国，既有珍珠、玳瑁、象牙、珊瑚
等珠宝，也有白檀、龙涎、胡椒、豆
蔻等香料，还有鱼翅、燕窝、海参、
鲍鱼等水产，甚至还有苹果脯、香
蕉干、山竹干之类的干果，但是绝
对没有榴莲。推想起来，别说宋朝
人， 就连明清两朝的人也不可能
吃到榴莲（除非走出国门）。

宋朝也没有苹果。 长江以南
有一种植物， 结的果实跟苹果有
点儿像， 但它不是苹果， 个头偏
小，永远都长不红，熟了以后，果
皮是白色的， 果肉很软， 甜度不
高。 这种水果在南宋水果摊上能
见到，今天称之为“绵苹果”。 绵
苹果不算是真正的苹果， 咱们现
代人吃的苹果都是清朝以后从美
洲引进的。 现在超市里出售的那
些“红富士”、“黄香蕉”、“国光”、

“秦冠”， 更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
的品种，宋朝人民没尝过，也没见
过。如果您想讨宋朝东道主喜欢，
建议您穿越的时候带一筐苹果过
去。

宋朝人习惯把甜瓜和西瓜划
到水果一类，当时甜瓜很流行，西
瓜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在
北宋统治区内，没有人种植西瓜。
到了南宋初年， 一个名叫洪皓的
大臣去金国出差， 回去时捎走一
包西瓜种，回到家乡以后试种，西
瓜才在宋朝疆域内生根发芽。

那些在宋朝
吃不到的水果

□李开周

一天，去郊区的山里郊游，这
里种了很多樱桃树。

喜欢山沟里一户人家门前的一
株樱桃树，树上的樱桃恰好成熟。 站
在树下，边摘边吃，味道天然、清甜，
久违了。 那家的太婆说，这株樱桃长
了三十余年，果子早几天未熟，过几
天就没了，这个时候最好。

太婆身板硬朗，说家里养有四
头猪，一头马上要宰杀了；另外有
两块地种青菜，肉、菜、水果都是自
产自吃。 说话间，她搬来一架梯子，
上去摘够不到的熟樱桃，身手极为
轻敏。 她家的小院敞阔，阳光正好，
心里羡慕。

屋外， 一株楸树， 第一次知道
楸树，听说也长了几十年。 淡紫的
花，雅致清静，树型也好看。 主人
讲，家门前一株楸树，意味千秋万
代，吉祥如意。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想，这才
是生活。

徒手攀岩
去年看过一部叫《徒手攀岩》

的体育纪录片。 记住片中的主人公
ALEX 的一句话：“人们都在说要
努力克服自身的恐惧，而我从另一
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我通过不断

地反复练习动作，来拓展我的舒适
区。 直到压根感觉不到恐惧。 ”他说
的不是“走出舒适区”，而是“拓展
舒适区”，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一
个事情只有内心舒展才会自然而
然，不纠结。 这个说法，是片子给我
的最深印象。

他的攀岩日记， 从来不写看到
景色多美、天空很蓝之类，全是干
巴巴的技术要点， 以及回顾自己
关键步骤的表现需要怎么改进 、
如何解决岩上难点等等。 他的母
亲说， 他在攀岩时最能感受到活
力，谁能剥夺他这样的东西呢？ 活
力才是根本。

樱桃（外一则） □子沫
钢笔画欣赏 □马勇

马 男人

□岑嵘

战国时期，道家有个高人，名叫
列子，他文武双全，不仅文采出众，
而且箭法了得。 他自认为射术天下
第一，无人能敌，甚是自傲。

有个人反感他的傲气，对他说：
“你别自觉着了不起，有个叫伯昏无
人的人，箭术在你之上。 ”他很不服
气，就去找伯昏无人挑战。

伯昏无人说：“你先射， 我看看
你的水平如何。 ”

他毫不客气，拉满弓弦，还让人
在他拉箭的胳膊上放上了一杯水，
然后开始射箭。 只见他第一箭刚一
射出， 还没到达靶心， 第二支箭已
经搭在了弓上， 第二支箭刚刚射
出，第三支箭又搭上了。 结果，一箭
连着一箭， 三支箭首尾相连， 形成
一条直线， 简箭射中靶心， 这叫连

珠箭。 更令人称奇的是，三箭射完，
他胳膊上的水杯竟然纹丝不动，滴
水不漏。

围观的人大声叫好， 惊叹：“这
哪是箭术，简直是魔术啊！ ”列子不
无得意地问伯昏无人：“你看我的箭
法如何？ ” 伯昏无人不以为然地笑
了，说：“以你现在的箭法，顶多是
用心射箭， 但离无心射箭的境界还
差得很远。 ”

列子非常不服， 说：“那就请你
展示一下吧？ ”

伯昏无人并未射箭， 而是领着
列子爬上了一座陡峭险峻的高山。

来到山顶的悬崖边， 伯昏无人
不紧不慢地拿出弓箭， 然后踩在最
高处最边缘的一块石头上， 面对脚
下的万丈深渊， 气定神闲， 弯弓搭

箭，只听“嗖”的一声，对面山上的
一棵松树被射穿了， 简直像射豆腐
一样。

再看列子， 爬山爬得他气喘吁
吁，满头大汗，见到悬崖更是头晕目
眩，站都站不稳了，哪还能射箭？

伯昏无人拍着列子的肩膀说：
“在一马平川的地上百步穿杨，那
不是高手，也不叫本事，真正的高
手，是在悬崖峭壁上，也能临危不
乱，正常发挥。 ”听罢此言，列子这
才心服口服 ， 对伯昏无人无比敬
佩。

生活里充满了挑战， 没经过恶
劣环境和极端情况的挑战， 本领再
高超也千万别以高手自居。高手，是
那些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从不把自己
当成高手的人。

射箭高手 □东莱西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