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棋
以前爷爷喜欢下棋，下不过邻居大爷，很苦闷，

我就想替他报仇。 私下找邻居大爷，他说让我，我说
不要，打开手机里“象棋大师”，调到专家难度。 大爷
下一步我摁一步，机器人下一步我学一步。 大爷都
傻了，连输 4 局，然后我就逃了。 后来他居然找我拜
师，说我是天才，一边玩手机都这么厉害，都不用想
棋步的……

胆 大
一天晚上，５ 岁的儿子忽然对爸爸说：“爸爸，月

亮真了不起。 ”“有什么了不起呀？ ”爸爸好奇地问。
“月亮的胆子比人大。 ”爸爸更奇怪了：“为什么呀？ ”
“月亮敢晚上出来玩！ ”

好 看
老婆瘦了 20 斤后大哭，我很好奇：“哭什么啊？

瘦下来多好！ ”
老婆哭得更伤心了：“早知道我瘦下来这么好

看，我就不嫁给你！ ” （综 合）

小时候 ， 最盼的就是过
年。 过年是一年中最热闹、最
隆重、 最有人情味的节日，有
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

记得刚入腊月，奶奶和母
亲就忙着迎新年，缝被褥和棉
衣，赶集买布料、做衣服；打豆
腐 、晒糍粑 、炸丸子 、腌鱼肉 、
灌香肠……把所有吃的东西
都做成成品、半成品。 到了腊
月二十四 ，家家大扫除 ，扫房
拖地 ，擦洗用具 ，再就是杀猪
宰羊，置办年货。 每到过年的
前几天，我家所在的集市就格
外热闹，平时不怎么出摊儿的
商畈们也早早在大街两旁摆

满了过年的商品 ， 有春联门
神、烟花爆竹、糖果糕点等。 菜
市场最是热闹，小畈们不停地
吆喝着，买菜的不停地讨价还
价，走在街上置办年货的男女
老少也都是喜气洋洋的。 那时
候 ，父母每天赶集上店 ，我跟
着父母在拥挤的人群中挤来

挤去， 看到家里缺少的年货，
便挤上前去讲价，然后把几挂
鞭炮、喜庆的春联以及散发香

味的糖果糕点和烟酒往家里

送， 有时一天赶集都要赶上两
三趟。有些年，家里还会杀一头
肥猪，在杀猪的当天，父亲会邀
请左邻右舍的乡亲一起沾沾喜

气、叙叙乡情。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

除夕将至，年味渐浓。大年三十
这天， 鞭炮声从中午此起彼伏
地响个不停。除夕真是热闹呀！
家家户户赶做年饭， 到处都是
肉鱼的香味、 鞭炮的火药味和
酒味。 家家户户门外贴好春联
和门神， 有条件的人家还会在
门口挂上两个大红灯笼。 出门
在外的人，必定要赶回来，吃团
圆饭。 桌上鸡鸭鱼肉，丰盛极
了！饭后，大人们喝喝茶、唠唠
家常；我们小孩在村子里到处
乱跑，把地上那些没来得及炸
开的鞭炮捡起来重新点燃，大
家你追我赶 ，笑着闹着 ，喜庆
的氛围在整个村子里蔓延，快
乐在每个人的脸上流淌。奶奶
和母亲就忙着包饺子，筹备初
一的早餐 ，那水饺 ，小麦面做
皮儿，白银一般，形状如元宝，

所以吃上饺子意味着来年招

财进宝、日子红火。 当晚陪长
辈守岁、大家围拢在火盆周围
叙长拉短……

大年初一的早晨，男女老
少都穿上漂亮的衣服，拜年就
开始了。 先是孩子们各家拜，
然后是大人们互拜 ， 每到一
家 ，桌上都摆着糖果 、糕点和
香烟，应有尽有，任人品尝。说
说话 ，道道情 ，淳厚的人情味
令人感动。 初二，老人在家接
受本族晚辈拜年 ，初三拜舅
舅 ， 此 后 亲 朋 好 友 互 相 拜
年……渐渐 的 ，新 年 的高潮
基本过去。 但是，直到正月十
五这天晚上 ，张灯结彩 ，这个
年才算过完，乡亲们又开始了
忙碌的生活。

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统的
年味似乎日渐淡化， 但那种古
已有之的温馨年味， 却依然在
过年的点滴之中传承， 让人感
到那种相识的温暖。 这种温暖
的记忆， 不仅是一场寻找味觉
的过程， 或许更是一种情怀和
念想吧。

过 年
周传奇

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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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之上 焦虑之下
历 勇

我有两个比较要好的同事，一个是年过四十的女
同事，她说她天天焦虑得很，孩子、父母、工作，每天睁
眼一堆事情，即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准时 6 时起
床，忙到深夜，依然忙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个是刚刚
研究生毕业的年轻小伙子。 他整天精力充沛，像个太
阳一样旋转。虽然事情很多，但他脸上总是笑容明媚，
常笑说：“有什么好焦虑的，多大点事情。 ”

而我呢，我曾经过着极其安逸的生活，工作按部
就班，没有什么野心和追求，也没有什么大的烦恼和
忧伤，默默无闻，日复一日。 年岁增长，我发现自己的
能力似乎有所欠缺，工作出现新的变化，做起来就很
吃力，还会陷入一种焦虑状态，担心自己跟不上潮流
步伐，事情做得不够好，甚至丢掉工作。

回想起来，也许是我的本性太贪图安逸，导致我
即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11 年， 依然还是一个普通的
小职员，业务也没有太大的长进。 这种普通还体现在
平时的生活中，我的收入不如别人，生活品质也差别
人一截。 人到中年，每当看见有些人已被后生的浪花
拍倒在沙滩上，我就有感同身受的唏嘘。

现实像一根刺，让我反思：到底是为什么？只有一
个原因，我在舒适区待得太久了，不思进取，自我满
足，总觉得吃饱穿暖每月有余额，这样的生活就可以
了。如此，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活在不断变化，日新
月异，你却待在舒适区，不学习，不求新，不追求进步，
日子久了，难免生出担心落伍被取代的“焦虑”。

后来，让我舒适待着的那家公司倒闭了，我不得
不重新开始。

换了几份工作，我重新努力和勤快起来，重新发
现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来到出版社工作后，我接受
了新的挑战，取得了新的成绩。 我才领悟到，生活中，
如果让自己一直待在舒服区里是不对的， 容易懈怠；
但一直让自己处于忙乱和焦虑中， 做不到劳逸结合，
也是不对的。

我很认可一位童书总编辑的故事， 他曾经做了
十多年的成熟的财经编辑， 现在却做了一位童书编
辑， 新的挑战难免打破长期的舒服而带来些许焦虑。
但这样的选择，正是出于他对舒服太久的不安，想要
处于适度的焦虑中，不太熟悉的童书编辑一职正好可
以达到这个目的。 所有的创新和成绩，其实都是在适
度的焦虑中完成的。

安于现在的舒适，可能会带来未来的焦虑。 如此看
来，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应该是舒服之上、焦虑之下。

你说我说·

开 心 一 刻

跑好人生弯道
邓荣河

妙笔人生·

爱好运动，是我工作之余的
主要消遣方式之一。 因此，我对
于各类体育赛事总是特别关注。

在观看各类跑步比赛中，
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弯道是
很多运动员的一个关键点，或
者称其为转折点更为确切———
不是在弯道上超越别人， 就是
被别人超越。 个中原因固然与
不同跑道在弯道上的弧度大小

有关， 但同时也与个人的心态
和技能有关。

在直道上， 每个人都会竭
尽全力奔跑，可以说，个人实力
决定一切。而在弯道上奔跑，则
要在拼尽全力的同时， 努力掌

握好两个平衡：心理的平衡和身
体的平衡。 谁掌握得好，掌握得
巧，谁就有机会实现反超。

纵观纷繁复杂的人生，其
实我们很多时候也在跑弯道，
跑各式各样的弯道。 既有情感
的弯道，也有生活的弯道，更有
事业的弯道。至于其弯曲弧度，
更是千差万别。 有的仅仅是一
个不很明显的弯曲， 有的则可
能是颇显突兀的陡转； 有的可
能离很远就有很扎眼的弯道标

志， 有的则可能直到转折也没
有任何提醒。

在人生的弯道上奔跑，调
整好心态往往比学会奔跑的技

能更加重要。 一个人之所以在
人生的弯道上会落伍， 抑或停
滞不前，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
是胆怯于弯道。 平时跑直道顺
风顺水惯了，不敢面对，或不想
面对挫折， 第一时间就被自己
打败了。二是过分轻视于弯道。
总认为不就是多了几个弯儿

吗？不能随机而变，依旧用跑直
道的方式去跑弯道， 其结果不
言而喻———往往会因为自己掌

握不好平衡而减速，甚至跌倒。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只有

在直道上竭尽全力， 在弯道上
用心用力， 所追逐的前方美梦
才可能早日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