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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亲人自由呼吸
张 明

有兄弟两人 ，小时家贫 ，父母只供得起一
人读书。 哥哥天性善良，主动提出把上学的机
会让给弟弟，于是父母把学习的机会给了小儿
子。 小儿子很争气，念完大学，又念了研究生，
后来又考取了公费到国外去读博士 ， 学成回
国，不久就进了外企拿着很高的薪水。 而此时
哥哥还在家乡的一个小矿山里当着最危险最

劳累的挖煤工。
弟弟在房价上百万的北京生活、工作，虽有

高薪，可仍然感到生活的压力。 所以对老家的
亲人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父母只想着
从小亏了大儿子 ，指望小儿子出息了 ，能帮帮
哥哥，好歹也算弥补。 所以对如今的小儿子很
是不满。

这时候，大儿子对父母说，我也有一双手，
能靠得了自己， 虽然我小时候把学习的机会让
给了弟弟，可学到今天这一步也全靠他自己，他
赡养父母是应该的，对我他没有这个义务，我把
学习机会让给他的那天， 也没想过弟弟能有这
么出息，这是他努力得来的，我不能对他要求什
么，你们也不该生气。

父母听了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把这话转给
了小儿子。 小儿子听后，给哥哥去了封信，说，哥
哥，我在国外学了几年，也吃了很多苦，也认为
我不欠你们的，都是自己努力来的。 可现在我不
这么认为了，和哥哥你比，我觉得我很自私，我
虽然书读得多，可做人和你比不了，他随信还寄
了一万块钱。

哥哥没收钱，回信只有一句，你不欠哥的，
安心过日子吧。 再后来，哥哥从挖煤工一直干到
了一个中型矿的承包人，生活彻底改观了。 弟弟
在北京经常对朋友说起自己的哥哥， 说他是个
白手起家的企业负责人，言谈间充满了自豪。

生活需要人自强 、自立 ，如果哥哥因为当
年的一次 ，而让弟弟一辈子来还债 ，一辈子来
救济自己 ， 进而放弃了自己对生活的努力和
追求 ，哥哥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弟弟也会觉
得疲惫不堪 ， 难道亲情是可以用公式计算的
吗 ？ 既然不能 ， 当付出的时候就不要想到回
报 。 有了这样胸襟的哥哥在生活中一定会是
个强者 ， 自然他后来也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
弟弟的尊敬。

我们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利用亲情不断索取

的例子，可是既然是亲人，既然爱他，就学学故
事中的哥哥，自强自立，让亲人自由地呼吸吧。

冷暖世界·

只追前一名
李晓静

新学年开始，我再次担任了初二班的班主任。
时间不长，就发现教室后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安静地坐着一个女生，上课时只是静静地听课，默
默地完成作业，但从不发言。 课余时间也是一个人
静静地坐着，从不和同学们交往。 考试成绩一直位
居中等偏后，虽不尽如人意，但确实找不到能够批
评她的理由。

这天上早读课，我专门将她叫出来，想了解一
下她的情况，我讲了半天，她却不愿多说一句话，最
多只是“嗯”上几声，从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她跟
着母亲生活，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性格内向自卑，根
本不愿和外人交流。

过了几天，我再次叫她出来，这次，我只是静静
地给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小时候身
体十分纤弱，体育课上，每次跑步都落在最后，这让
好胜心极强的她感到非常沮丧， 甚至害怕上体育
课。这时，小女孩的妈妈安慰她：“没关系的，你个子

小，可以跑在最后。不过，孩子你记住，下一次，你的
目标就是：只追前一名。 ”小女孩点了点头，记住
了妈妈的话。 再跑步时，她就奋力追赶她前面的
同学 。 结果从倒数第一名 ，到倒数第二、第三、第
四……一个学期还没结束， 她的跑步成绩已达到
中游水平， 而且也慢慢地喜欢上了体育课。 接下
来，妈妈把“只追前一名”的理念慢慢地转移到她
的学习中。 就这样，在妈妈引导教育下，这个女孩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

取， 成为当年哈佛教育学院发录取的唯一一名中
国应届本科毕业生。 其后， 她在哈佛大学攻读硕
士、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她当选为有 11 个研究生
院、1.3 万名研究生的哈佛大学研究生总会主席。
她的名字叫朱成。

我给她讲完这个故事，没有多说什么话。
过了几天，我惊奇地发现，她居然开始在我的

语文课上，抬起头看着我。后来的日子里，她依旧如
同一株百合安安静静，但成绩却有较大的提高。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她的一篇作文里，她这样
写道：只追前一名，改变我对学习的态度，改变了我
对人生的态度，它是一粒种子播下了自信，它是一
支蜡烛照亮了心田， 它是一座灯塔指引了方向，让
我收获了一种信任，一种温暖，一种期待。

后来，这名女生成绩名列前茅，性格不再内向，
上课时发言积极了，和同学们关系融洽了，还参加
了学校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 第二年初三毕业，考
入本市一所省级重点高中。

“只追前一名”，就是一种希望，就是一种自信，
更是一种成功。

智慧人生·

自己的舞台
潘益茗

家里卫生间滴滴答答漏水，已经很久了，找过
物业、家政，都没找到症结。朋友听说后，向我推荐
了手下的一名水电师傅，夸他手艺如何如何好。可
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水电师傅，样子看起来木木
讷讷，老实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他能行吗？

他挽起袖子，从工具包里拿出小榔头、凿子，
开始敲瓷砖。没想到，一干起活儿，他就像彻底换
了一个人一样，完全没有了初见时的拘谨、木讷
和局促。 一个多小时后，埋在地下的水管终于暴
露了出来，只见水管拐弯接头处，正不停地往外
渗着水。 他抹一把脸上的汗珠，又露出了憨厚的
笑容，“你瞧，问题就出在这儿。 得把水阀关了。 ”
我闻声赶紧跑到厨房去关总水阀。 他指指水管
说：“这个水管弯头老化了，必须更换了。 找几快
干布给我，将水擦干。”我忙去找干抹布……当我
将抹布递给他的时候，他忽然有点尴尬地说：“不

好意思，把你当徒弟使唤了。 ”我笑着摇摇头。
他继续专心致志地埋头干活。 从侧面看，他

的神情如此专注，仿佛不是在修理一截漏水的水
管，而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忽然意识到，
也许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舞台，只有在这个舞
台上，他才有可能成为主角。 也只有站在自己的
舞台上，他才会显得那么干练、自如，所有的拘
谨、木讷，都离他而去。

其实，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舞
台。 单位边上有个停车场，收费员是个四十多岁
的大姐，平时看到她，都是一脸卑微。 可是，当指
挥一辆辆汽车停进车位的时候，她的声音忽然变
得坚定而响亮，指挥的动作，特别准确、有力。 这
个从未摸过汽车方向盘的中年妇女，在她的舞台
上，气定神闲，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我的一位老乡， 在小区边上开了一家小吃
店，他生性内向，讲话还有点娘娘腔，很多人看不
起他。 可是，他家的小吃，却是这一带味道最好
的，尤其是他做的拉面，又细又匀又劲道，回味无
穷。而看他做拉面，更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一招一
式，无不充满阳刚之气、力量之美。

与那位水电师傅一样，他们都是为了生计，从
遥远偏僻的乡下来到城里，在繁华的城市街头，他
们往往局促而惶恐，憨厚而木讷，土气而无趣，显
得与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可是，请不要轻视他
们，那不是他们有什么错，而仅仅可能是没有给他
们提供一次机会、一个舞台。 只要有一个舞台，他
们总会努力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最为精彩。

亲情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