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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的梦想

沈萱

从前， 有三棵树， 它们
都有各自的梦想。 第一棵树
想成为一只聚宝盒，里面装
着金银珠宝等世界上一切
珍贵的东西。 第二棵树想被
建造成一艘雄伟的大船，上
面载着帝王将相达官贵人。

第三棵树想长成世界上最
高的一棵树，这样便能离上
帝更近。

许多年过去了， 来了一
群伐木工。第一棵树被砍倒，

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
结实，我要把它卖给木匠。 ”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木匠
会做聚宝盒。 第二棵树被砍
倒， 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
去很结实， 我要把它卖给船
厂。 ”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

船厂会做大船。 第三棵树看
到伐木工走近自己的身边
时，非常害怕，因为只要伐木
工将它砍倒， 就意味着它的
梦想破灭了。 但是，它还是被
砍倒了， 伐木工说：“我暂时
还没有想到用它干什么，先
砍倒再说吧。 ”

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有
没有梦想成真呢？ 第一棵树
被木匠做成了马槽， 用来装
马的饲料。 第二棵树被船厂
做成了渔船， 用来给渔民出
海打鱼。 它们的结局和第三
棵树一样，离梦想很远。

然而，有一天，马槽边来
了两个人，是一对夫妻，女的
生下了一个男孩， 男孩无处
安放，就放在了马槽里。 第一

棵树忽然明白， 对这对夫妻
而言， 男孩便是世界上最珍
贵的宝物。

几年后， 有几个人爬上
了搁置在海边的渔船。 从他
们的谈话中， 第二棵树了解
到，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刚
刚打了败仗的国王。 因为有
了这条渔船的相救， 后来国
王东山再起， 成为了史上最
伟大的国王之一。

而第三棵树则在当地
建教堂时被做成了十字架，

教堂是人世间离上帝最近
的地方。

当梦想偏离了我们预先
设计的路径时，别心灰意冷，

因为有时梦想会以我们意想
不到的方式变为现实。

你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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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初和老婆订婚的时候，我见她戴副眼镜，感
觉很有涵养， 知识渊博。 婚后的诸多事实证
明———她之所以近视，只与长时间看电视、上网
刷屏有关。

2.

恋爱应该算一种极限运动：思维冲浪，心脏跳
伞，自尊潜水，泪腺跑酷，疑心攀岩。

3.

很多我觉得丑的东西，一旦知道是贵的，就觉
得好像不那么丑了。如果再发现是名牌，我会马上
怀疑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并开始进行自我反省，

直至发自内心觉得好看。

4.3

岁的儿子做错事被我骂了，他讨好地亲了我
一口，我说：“你以为亲一口我就能原谅你吗？ ”于
是，他亲了我一脸口水。 （刘利）

妙言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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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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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新年， 来得有
点快，也有点慢。说它快，是因
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来
得及盘点，它就匆匆而至。 而
且和春节“打包”， 前脚接后
脚。 说它慢，是因为这个新年
没有前呼后拥， 没有载歌载
舞，来得平平常常，安安静静。

说平静，也不平静。很多
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品味
和思考着这个新年。

一个人说：“吃过苦，尝
过甜，转眼之间又一年。 心
挺累，人挺烦，想想都是为
了钱。 ”可谓一语中的。金钱
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
万不行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
人，都在为钱奋斗。 挣得多
的， “心挺累”； 挣得少的，

“人挺烦”。

一个人说： “奔跑了一
年，现在总算可以慢下来了。

总结前一年的得失， 思考新
一年的方向。 ”一年之中的最

大收获，是又长了一岁。 今朝
一岁大家添， 不是人间偏我
老。 而这一岁的内涵，就是更
加丰富的经历和经验。

有一个搞笑的段子，说
西方某位专家预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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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 中国将发生一
场大变。 到时候， 工厂“停
工”，商店“关门”，政府“放
假”，有钱人拖家带口奔向海
外， 本地老百姓急于把货币
兑换成食物， 许多家庭更是
在门口张贴“标语” 表达诉
求，街上充满着“爆炸物”残
留的火药味。 人们大都无所
事事，成天酗酒、打牌，儿童
成群结队去讨钱……

看到这里， 每个中国人
都笑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过年吗？ 工厂可能停工，爆竹
在不少地方也已隐身， 但商
店不会关门， 人家还正等着
这个时候赚大钱呢。 我们得
感谢老祖宗， 发明了这个叫

“年”的东西。 它一声令下，所
有的人便都停下手来， 尽情
地吃喝、娱乐和放松。 没有了
年，父母们怎么盼儿回家，儿
女们怎么归心似箭， 亲友们
哪能把酒言欢， 孩子们哪有
压岁红包。

时代变了，学历越高、收
入越高的人，工作时间越长。

很多富裕者已经不是我们印
象中的“有闲”阶层了。 他们
有房子， 但常常没有时间回
去住；他们背着名牌包，但只
是为了去见客户； 他们有豪
车， 但在车上也马不停蹄地
工作。 社会越是公平和进步，

成功就越来之不易。

每一个新年， 都是一个
开始；每一个新年，都充满了
希望。 经历了春夏秋冬，奋斗
了

365

个日夜。 那就静下心
来，轻松一下吧。 想想美事，

看看远方，找点乐子，给自己
鼓劲，也为别人加油。

过年要回家

王侠勇

春节放假前，有个朋友约我去海南三亚过春节，我说
去那里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的，去干什么。 朋友说，到了
三亚有人接待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在海南吹吹海
风，踏踏温暖柔软的沙滩，品尝一下南海的山珍海味，还有
清凉解渴甜如蜜的椰子汁，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 春节放假的那一天，我都会给妈妈
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回家的日子。 得知消息后，奶奶会像
往年一样，拿着小板凳，坐在大门口等着我回来贴春联、

放鞭炮。

天气寒冷，奶奶常说，过年要是孙子不回家，就没有那
浓浓的年味了。

往年，一旦进入腊月，奶奶就期盼着团圆的时光，在春
节假期相聚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坐在奶奶的身旁，听她讲
从前的故事。 奶奶总是重复着那说了无数遍的话，嘱咐我
说：“过年的时候开车慢点， 无论在哪里都要团结同志，和
邻里和睦相处，不要说伤人的话，不要说别人不喜欢听的
话。 ”奶奶还说，她什么都不缺，只要孩子们都平平安安地
回来，她比啥都高兴。

后来，思虑再三，我还是谢绝朋友邀我去海南过年的
好意，回到了日夜思念的老家。

春节期间，我们在家里说说笑笑，年迈的奶奶有时也听
不懂我们说的话，但她喜欢听，有时也加一句，能看得出来奶
奶非常高兴，全家团圆的气氛给奶奶带来了十足的精神。

我常常想，回家过年是一条最美的经典路线，是感恩
的路。 天下的山珍海味不如妈妈熬的小米粥、热气腾腾的
饺子、团圆温馨的年夜饭。 过年回家是我不变的旋律。

开心一刻

·

[文化周刊·茶坊]

责编：付宇峰创意：王雪颖质检：尚青云

11

2017

年
2

月
13

日
星期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