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责编：唐楠 版式：张艳 校对：张文 2022年5月5日悦读坊

1

一部电影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生
活就像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
一块会是什么味道。”

对于主人公而言，尽管从小到大
屡遭挫折，但在任何处境中，他都选择
相信下一块巧克力是甜的。在他的记
忆中，也永远只有那些令他感到安慰
与美好的回忆。

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发生，时刻怀
揣着希望，让自己看到无限可能性，这
是平凡如你我所能拥有的最大的能量
与信念。

一年四时，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凉风冬有雪，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
使命。人生亦当同此理，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历练，其实都是成长的必经之
路。

我们都品尝过喜悦的滋味，也有
过深夜黯然落泪的伤感。但不管怎
样，都要好好生活，把每一份经历，都
当作是岁月赐予的财富，然后带上信
心与希望，更坚定地走好脚下的路。

努力做一个向阳而生的人。难过
时，要多给自己一些盼头，一份念想，
多于生活的细微处发现快乐，感知温
暖，寻找美好。

只有不负当下，相信美好的你，就
终会遇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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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年前因为家里突遇变故，身
为独生女的她一下子成了父母的顶梁

柱。初始的慌乱过后，原本个性柔弱
的她，竟慢慢地变得坚强起来。

用她的话说，以前凡事都有父母
为自己遮风挡雨，现在自己得长大了，
要变成那个屋檐，再也无法寻找地方
躲雨。

生活不会一直对谁和颜悦色，总
有一段糟糕的日子得靠自己独撑。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开
始。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上天抛给你
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
给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为了让
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

每个人或许都曾有过寄望他人的
时候，有一天，是生活以某种姿态教会
了我们，该如何去承担与承受。

只是不必为此而悲伤，既然不能
后退，那就迎难而上。你务必要相信，
自己可以扛过任何困难，自己的双手
能够改变命运。

愿你更懂自己的珍贵，从内至外，
做一个充满力量的人。

学会为自己负责，学会勇敢和担
当，我们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将通往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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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惑，虽然听
过很多人生道理，也知道该怎么做，可
落实到行动上，却又总是忍不住心生
抱怨，觉得现实似乎处处都在为难自
己。

然而，到底是生活辜负了你，还是

你一直在敷衍生活，答案其实在我们
自己心里。

很多时候，你的努力之所以看不
到回报，是因为你总是太着急。你栽
下一颗种子，就想收获一座花园，却忘
了，它需要漫长时间的孕育。

不要害怕付出，不要急于失望。
所有今日的付出，都是为了明日

的花开。

当你用心坚持、诚恳付出，当你不
再因为遇到一点困难而退缩，你所想
要的，时间都会给你。

无论当下的处境如何，只要相信
美好，相信自己，相信生活，一切都将
会是最好的模样。

让我们一起，用一颗温柔的心，去
爱去努力，去和幸福撞个满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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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是北宋时期著名
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的变法家喻户晓，近千年来众说纷
纭；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不少名
垂千古的诗文佳作。这样一位人物却
与毛驴有着不解之缘，晚年罢相后，他
归隐江宁，常常骑驴郊游，毛驴走到
哪，他就去哪，随遇而安；他的诗作中，

还有两首专门写驴的。那么，王安石
为何与驴有着不解之缘？

究其缘由，那是王安石特殊的心
心念念。壮士骑马，逸士骑驴，古代有
许多喜欢骑驴的士人，在喜欢骑驴的
人中，闲适隐退有之，失意落拓有之，
而王安石骑驴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不愿
坐轿。《邵氏闻见录》记载，王荆公辞相

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
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
畜也。”王安石骑驴不坐轿，是心中有
贵人贱畜、以民为贵的思想，不想把人
当牲畜使。应该说，这和他早年的行
事气度是一脉相承的：他早年任地方
官时，在多地勤政爱民、兴利除弊。即
使是后来变法中造成扰民后果的“青
苗法”，本意也是考虑百姓利益的，且
在地方初步施行时有着积极成效。

骑驴的背后，是王安石简朴习性
的延续。相对于马而言，驴既低小而
不甚骏，且驴的价格比马低得多，骑驴
是一种朴素。

《曲洧旧闻》记载，王安石性简率，
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
一无所择，自少时则然。《邵氏闻见录》
记载，早年的王安石，入仕后仍通宵达
旦苦读，经常早上蓬头垢面地去衙门，
以至于被长官韩琦误解。生活中王安
石没有特别爱吃的菜。《曲洧旧闻》记
载，有一天，有人跟王安石的夫人说，
他知道王安石爱吃什么菜了，爱吃的
是獐脯。夫人很是奇怪，问他怎么知
道王安石爱吃獐脯。他说，因为发现
王安石不吃桌上其他菜，独独把獐脯
全吃完。夫人又问獐脯放在什么位
置，他说，放在靠近餐具的位置。夫人
说，明天你把獐脯放在别处，靠近王安
石放另一个菜。结果发现，离得最近
的那道菜被王安石吃光，而放在别处
的獐脯一点都没吃。原来，王安石每
餐只吃离他最近的一道菜。同时期的
苏洵这样描述王安石，说他“衣臣虏之
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可

见王安石衣食之粗劣。我们知道，宋
代文官的待遇较为优厚，身为高级官
员的王安石不会吃不起饭、穿不起衣，
他这种“不近人情”的简朴，甚至被苏
洵视为大奸大恶的例证。所以，晚年
爱好骑驴的王安石，只是他“行”上简
朴的一个表现。

爱骑驴的背后，也许还因为王安
石有着毛驴般的倔脾气。他的政敌
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王
安石有着“拗相公”的外号，他固执、
倔强到了极点，与毛驴有着共通之
处。他不愿做或不想做的事，谁也无
法勉强。

《邵氏闻见录》中有个故事：王安
石任群牧判官时，有一次，上司包拯请
他和司马光赴宴。包拯多次劝酒，本
来不喜饮酒的司马光，勉强喝了几杯，
而无论包拯怎么劝酒，王安石始终滴
酒不沾，一点儿都不屈从于上司。一
般而言，士人都想在京城施展自己的
抱负，而王安石却反其道行之，他多次
拒绝到京城任职，坚持在地方任职，以
至于有人认为王安石无心仕途。后
来，主持变法遇到重重阻力，遭受种种
非议，他仍然不为所动，说改革要“天
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与众不同的怪异之行只是外在，
内心的坚守与执着才是他的本质。正
如苏轼所言，“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
希世之异人”，王安石就是这样的异
人，也正是这样的异人，才能藻饰万
物、风动四方，做出一番宏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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