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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莉莉，29岁，脑瘫患者，现生活

在宁夏社会福利院。

性格：活泼、善良、阳光

爱好：写作、听音乐、读诗词

人生格言：勇敢做自己。

作 者：丰子恺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丰子恺先生的一生是诗化的一生，他创作
了无数古诗词漫画，他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他真正把人生融入了诗词中，活出了诗意和古
意。《丰子恺诗画历》精选 365 首古诗词，搭配
365 幅丰子恺漫画，横跨 2000 多年的中国诗词
史，一日一诗一漫画。日历以飞花令为编排体
例，每月精选两个飞花令字，共24个飞花令字，
将诗词通过耳熟能详的“行令字”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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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华中乡土派”代表、乡村问题知
名学者、中国好书获得者贺雪峰新作，系统解
读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若干问题，从田野调查
中理解中国乡村，照见中国农民的现实、困境
和梦想。乡村问题知名学者贺雪峰坚持实地
调研数年，通过大量案例与一手材料，直指乡
村振兴实践中出现的各种认知误区及存在问
题，构成了主流的、自上而下视角的重要补充，
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作 者：贺雪峰
出版社：大有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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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有一次，他
在街市上遇到了一场纠纷，买布的和卖布
的争吵不休。买布的大声喊道：“三八就是
二十三，你为什么要我二十四个钱？”颜回
见状，好心地走到买布的面前，施礼道：“这
位大哥，三八就是二十四，怎么可能是二十
三呢？你算错了，请不要争吵了。”

谁知，买布的根本不服气，反而指着颜
回的鼻子说：“谁请你出来评理的？如果要
评理，只有找孔夫子，错与不错只有他说了
算。”说着拉起颜回便走。颜回说：“如果孔
夫子评定你错了，你怎么办？”买布的说：

“如果评定我错了，我就把我的头给你。那
你呢？”颜回说：“如果评定我错了，我就把
我的冠给你。”

孔子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对颜回笑笑
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啊，颜回，你输了，快
把冠取下来给他吧！”颜回从来不和老师争
辩，听到孔子说他错了，便老老实实地摘下
帽子，交给了买布的人。对于孔子的评判，
颜回表面上绝对服从，但心里却有些不
解。孔子看出了颜回的心思，干脆讲清了
道理，他说：“颜回啊，这世上可能就刚才这
个人不知道三八二十四，你仍然与其硬杠，
这不说明你也是他那样的糊涂人了吗？”

颜回听老师这么一讲，瞬间醍醐灌顶，
他意识到，让步于人，并不是退缩，也不是
懦弱，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
一种修养。 （据《今晚报》）

“班味”，现在是个热词，还入选了新近公
布的“2024年十大流行语”。有些上班族会调
侃自己的“班味”太重，生活少了趣味。有些人
觉得“班味”指的是一种状态，包括烦躁、焦虑、
沉闷、疲乏等。其实，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做
一些有情趣的事，把身上的“班味”变淡。

要有个人爱好。如果说上班是为了
生存，那么培养个人爱好则可以起到调剂
工作的枯燥、让生活多些乐趣、多些精神
寄托的作用。楼下的邻居老张在工厂的流
水线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一旦下了
班，或者是轮到休息，他就会带上渔具奔
赴郊外去钓鱼。钓鱼时，老张精神焕发、
轻松惬意。

要有几个朋友。朋友无须太多，但需
要经常聚一聚，聊一聊。清茶一杯，围坐
一起，说说工作，说说生活，说说家庭，聊
聊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这种聚会
中，人的精神会得到抚慰，身心会得到放
松，“班味”也不会那么浓了。

要经常到大自然去。有意识地亲近
大自然，身处广阔天地，在阳光下，在美景
中，能让我们的心胸变得宽广，心态变得
乐观，保持精神的愉悦和饱满，从而减轻
长期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疲倦。去看看日升
日落，看看花花草草，看看山山水水，感受
微风轻拂面庞，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舒
坦，“班味”自然也在清风朗月的陪伴中慢
慢变淡。

要保持运动。不管是跑步、骑车、游
泳，还是跳操、“撸铁”，如果能够坚持下来，
不但可以在大汗淋漓中让身体得到锻炼，
增强活力，还能让人内心积累的压力得到
释放，“班味”将随着运动的汗水一起挥发。

要调整心态。要正确看待工作，了解
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工作中寻找乐趣。一
个热爱工作、热爱生活、有积极乐观心态
的人，“班味”影响不了他。

我们要懂得劳逸结合，过一种张弛有
度的生活。 （据《广州日报》）

人生的

一

从记事起，我就生活在儿童福
利院。这是我的不幸，也是我的幸
运。不幸的是老天给了我一个残疾
的身体，却没有给我一个真正的家
庭。而幸运的是我有了生活的机会
还遇见了照顾我的阿姨们，她们像一
缕阳光，温暖着处在寒冬的我。从小
被父母抛弃，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
我，他们连他们的亲骨肉都不要，可
能因为我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我
不知道几岁时被抛弃，当我有记忆的
时候，就生活在儿童福利院，是阿姨
照顾着我。我一直没有爸爸妈妈的
概念，后来到了寄养家才有机会叫

“爸爸、妈妈”。
我清楚地记着我到新的家庭的场

景。那天我进入家门，爸爸妈妈把我
抱在怀里，我不停地哭闹。但当他们
抱着我的时候，我就成了这个家里的
一分子。他们非常用心照顾我，那时
候我 5岁，什么都不会。他们不仅是
我的父母，也是我人生中的老师，教
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妈妈就是我
的守护神。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
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但我把自己当作
他们的孩子一样，很想为他们做点什
么，可是我什么也做不了。爸爸妈妈
给了我很多，他们除了自己的孩子，
还要领养我这样残疾的孩子。从小
到大没有一个跟我玩耍的小朋友，大
家都嫌弃我，说我是一个残疾孩子。
虽然没有真正的好朋友，可是我有爱
我的父母，我也爱他们。

春夏秋冬，我喜欢夏天，因为夏
天热，妈妈可以推着我出去玩。绿草
清水，阳光明媚，鸟儿和我一样，有对
大自然说不完的话。但是爸爸妈妈

很忙，下地种田是爸爸妈妈的工作，
从清晨到黄昏都在田里。有时候他
们会带上我，我也喜欢去田里玩。每
当爸爸妈妈出去收麦子，我就想给他
们做一顿饭菜，可我做不到。这成了
我的一个心愿——给爸爸妈妈以及
爱我的人做上一顿饭菜。

我最不喜欢的季节就是冬天，虽
然爸爸妈妈闲了，可是天气冷，我不
能出去玩。不过冬天来了，离过年就
很近了。过年家里会来很多的亲戚，
家里很热闹。可是也有一件不好的
事，我感觉妈妈的亲戚不怎么喜欢
我，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不管别人
对我好不好，只要爸爸妈妈对我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二

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说真的，爸爸妈妈为我付出得太

多了，可是一想到爸爸妈妈对外人说我
是领养的孩子，我就不开心。这么多年
了，难道他们还不能接纳我吗？难道我
还不能做他们的亲生女儿吗？爸爸妈
妈，你们知道我多想做你们的亲生女
儿，我多想听到你们说我是你们的亲生

女儿啊！可是这一天还没有等到。他
们对我很好，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妈妈
给我洗脚的场景，可是我从小到大没有
给爸爸妈妈洗过一次脚，我是不是很不
孝顺，我真的好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孝顺爸爸妈妈。他们很辛苦，辛苦
过后还会给人带来快乐吗？相信爸爸
妈妈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三

我有一个梦想，证明我和其他
孩子一样。可是我从小到大都表
达不出我的想法，因为我说不清
楚，别人也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一
见陌生人就紧张。我从小特别喜
欢乐器，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乐器
手，可是一直没有实现。我从生下
来就是在儿童福利院，我一直憧憬
着自己成为一个乐器手的场景——
带着我的乐器，自由飞翔。我长这
么大，哪都没去过，还不知道外面
的世界有多好。看着电视上外面
的风景好美丽，我多想去外面转
转。小时候我就盼着自己赶快长
大，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
我喜欢的风景。

莉莉日记莉莉日记
赵莉莉

“煎炒烹炸”

把“班味”变淡

颜回让步

理想是青春不羁的狂理想是青春不羁的狂

越是性情坦荡的地方，山歌越是响亮。随着刀郎“山
歌响起的地方”演唱会唱响厦门，一场盛大的音乐节日也
在鹭岛启幕。

除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西海情歌》等经典老歌，刀
郎还带来了《山歌寥哉》《弹词话本》等新专辑歌曲，用民乐
串联起山歌瑰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刀郎多年以
来坚守的理想。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理想常被质疑，而歌手刀郎的人
生故事，却是充满力量的另一范本。在那个不看好音乐梦
想的年代，年少刀郎怀揣仅有的 10元钱和满腔热情，走出
故乡小城，追寻似乎遥不可及的音乐理想。后来，他在《理
想》一歌中写道：“青春的梦，不羁的狂啊，顽固地为了未来
描绘一幅斑斓的画……”一路上，他历经艰辛，当过服务
员、当过键盘手……即便是成功之后，命运仍然坎坷，但他
却从未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坚守理想的人也会得到命运的
馈赠，当他带着一首首原创歌曲回归大众视野时，立即引
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刀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为追求理想不懈
奋斗的过程。理想决定着我们往哪里走、成为怎样的人，也
让我们明白，即便不能实现，但追逐理想的过程依然可以成
为我们人生的意义和荣耀。对于一些人来说，刀郎的歌或许
有“代沟”，但和很多追逐梦想的人一样，他逐梦的路上充满
了艰辛，当然也不乏温暖与爱。用 5毛钱鼓励年少的他抄歌
谱的秦望东老师；在他困难时，给他指导键盘技艺的赵老师；
默默无闻的时候，他就收获了 12岁小歌迷钟燕纯真的喜爱；
在成长期，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手术刀乐队，
还有长期追随他的徒弟王瀚仪，这些都是刀郎生命中的亮
光。也许正是这些亮光，让刀郎的歌始终都有一个温暖的主
旋律：对万物的悲悯，对人类的爱。刀郎始终手握爱的罗盘
为创作导航，歌唱稀缺的真情。

我们传播刀郎的故事，就是想告诉孩子，他们父母的
偶像是什么样子，父母喜欢的歌是什么样子。或许，孩子
们可以借此，去了解他们父母的青春。（据《厦门日报》）

人生如同烹制菜肴，充满了各种滋
味和体验，很多时候恰似生活中的煎炒
烹炸，不同的烹饪方式似乎都可以对应
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境遇。

煎，是人生的磨砺。就像在平底锅
中，食材被高温慢慢煎制，发出滋滋的
声响。人生中，我们也会经历各种磨
难和挑战，偶尔会被生活的高温炙
烤。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扰、梦
想的遥不可及等，都如同那炽热的锅
底，考验着我们的耐力和韧性。然而，
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之中，我们逐渐变
得成熟和坚强。

炒，是人生的拼搏。当食材在锅中
被快速翻炒时，偶尔会有调味料四溅，
热闹非凡。这就如同我们在人生的舞
台上奋力拼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
不断努力。我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

量，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生活的大
锅中不断翻炒出精彩的篇章。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需要掌握好火候，既不能
过于急躁，也不能过于迟缓。只有恰到
好处的拼搏，才能让人生这道菜色香味
俱全。

烹，是人生的沉淀。烹饪中的
“烹”，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让
食材在汤汁中慢慢炖煮，使其充分吸收
调料的味道，变得更加醇厚。人生亦是
如此，我们需要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
于自己的宁静时刻，进行自我沉淀。阅
读一本好书、聆听一首美妙的音乐、与
朋友倾心交谈，这些都是人生“烹”的过
程。通过沉淀，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过
去，审视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灵魂得
到滋养。

炸，是人生的绽放。当食材被投入

滚烫的油锅中，瞬间炸开，变成金黄色
的美味。人生中，也会有那些让我们绽
放光彩的时刻。可能是一次成功的演
讲、一个重要的奖项、一段美好的爱
情。这些瞬间如同烟花般绚烂，可以让
我们感受到人生的无限美好。然而，炸
的过程也需要谨慎，油温过高可能会导
致食材烧焦，而过度的张扬也可能会让
我们迷失自我。

人生的“煎炒烹炸”，不会一帆风
顺。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烧焦”了一
道菜，或者“调味”不当，让人生的味道
变得苦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
人生就失败了。

在人生的餐桌上，每个人都是自己
的厨师。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选择和努
力，“烹饪”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

（据《天津日报》）

“村博”，自然是坐落于乡村里，没有繁缛的
装修，有的只是一两间淡如水墨的青瓦简舍，掩
映于芦苇、树丛之中，门窗朴素，陈设简洁。

有一家乡村小博物馆，寻常乡居建筑，“回”
字形的小院里，展示着从庄户人家手中收集而来
的碾盘、手扶拖拉机、油布伞、马灯、算盘、水桶、
钩秤、渔篓，以及那一件不知谁穿过的蓑衣。老
物件似在重温村庄往事；稻禾、香芋……是土地
生长出的农产品，叶片摇曳，实物沉甸，世代相
传。在这家袖珍博物馆里，泛黄的照片讲述逝去
的黑白光影；不同时期的粮票、油票、粮油供应证
等，保存着过往的记忆，显示出小博物馆的属性：
农村、农庄、农具、农产品。

“村博”里，还有一台水龙静静伫立，抚摸
粗硕杠杆把手，似乎还能感受到曾经使用过的
余温。水龙，旧时消防器具，想象着从前，几个

穿短衣短裤的乡村汉子，手忙脚
乱，不停地往木桶中加水，用手使

劲压着木杠杆，一条水
柱喷涌而出，射程高度
达 20 余米。有了这一
古拙的消防器具，再加

上有村民的娴熟使用，无声地庇护着村庄的
安宁。

“村博”，枕大河的波韵，有潋滟水光和乡
野农作物的气息。

船娘博物馆，不远处是另一片波光潋滟大
湖。小村紧挨美丽大湖，小木船成为主要交通
工具。在湖上摇橹的船娘，大都来自湖边村
落，她们扎着红的、绿的、黄的头巾，遮阳挡风，
摇着橹，唱着民歌，轻划水波，踏浪而行……

“馆”内有船娘文化历史的追溯、船歌曲
谱，以及由船娘自己填词创作的船歌……门外
有百年老榆树，清风摇曳，小博馆讲述传统村
落的曼妙风情，仿佛看到一群朴素船娘，风里
雨里，摇橹于大湖之上，姿态各异的身影。

没有“讲解员”，有人进来参观，做介绍的
几乎都是村民。那次，有几个人来到村博，养
螃蟹的秦老三捧个碗在附近吃饭聊天。见有
人来，他撂下碗，迎上前去，对来人说：“我是村
上养螃蟹的，欢迎各位光临！”秦老三告诉客
人，他们村在水乡深处，民风淳朴，人们临水而
居，从前出门依靠船，几乎个个都会撑船。

这些浓缩乡村特色田园风貌的“村博”，面
积不大，一座院、几间房，本身就是一个普通民
居，是一座村庄水岸倒影，折射出它们独一无
二的田园特色。

历史与民俗浓缩于此，让人们感受到乡村

田园，不仅仅是风情风貌，美食美景，还有久远
的文化。

竹器博物馆，就在乡人空置的旧屋里，四
周一溜的木架上摆放着村里老手艺人制作的
竹席、竹匾、竹篮、竹篓、淘米篓，还有从前挑担
用的箩和筐等竹制品。

车在柳树丛间穿行，一转弯，便看到砖瓦
博物馆，依偎在一座还在生产的老窑旁边，青
砖瓦舍与露天老窑连成一片。砖瓦堆放的场
地，有粗壮的狼尾草风中摇曳。小博物馆，释
放着古朴的陶土气息。

馆中收藏了古代出土的砖瓦文物，都是从
村庄周边的土层中挖掘。有一款周代红陶印
纹罐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只陶罐是谁用它烧过
水？留下悬念让人猜想。清晰的纹路折射出
此地古代砖瓦生产繁忙与先人的生活痕迹。
那座依然在烧制青砖的老窑，是小博物馆的一
部分，袅袅升腾天空的风烟，诉说着这一古老
的行当与乡村关系是如此紧密。

“村博”折射田园特色，是属于乡村的，有
着它独特个性，与人文地理、民风民俗、气候物
产一道，组成乡村的一部分。在“村博”里，见
识一座村庄的风土和物产，风俗与性格；有一
座村庄的农耕基因、前世今生，是最接地气的
博物馆。

（据《民主协商报》）

■ 荐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